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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 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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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一：游戏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游戏区

观

察

记

录

今天，扬扬是娃娃家的爸爸，径直走到娃娃家中，拿起娃娃家

中的玩具，忙着烧饭烧菜，他边烧边对我说：“老师，我是娃娃家

的‘爸爸’，我正在烧饭给娃娃吃。”看到我肯定的目光后，他更

加得意地摆弄着小锅小铲，忙得不亦乐乎。这时娃娃家来客人了，

客人带来了好多的东西，刚开始扬扬还很乐意收下这些客人带来的

东西，可是客人带来的越来越多，堆满了娃娃家的小桌子，他着急

的跟我说：“娃娃家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我就让他想想有什么

好办法可以解决。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幼儿得到教师的肯定会觉得内心

有自豪感，所以有时要多给予幼儿一

些肯定。当幼儿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老师，想老师肯定有办法，但

这次我让他自己想解决的办法。

幼儿遇到问题如果能自己解决那是

最好的，当幼儿寻求教师帮助的时候，教

师要考虑问题能不能由他自己解决，如果

能解决就留给他自己，让幼儿多动动脑筋，

促进有向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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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二：美工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美工区

观

察

记

录

欣仪来到美工区，寻找工具时，她在小筐里发现了几朵剪好的

小花，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正在玩橡皮泥的梦馨说：“快来看哪，

这些花好漂亮啊！”梦馨凑过来看后说：“真的好漂亮。你最喜欢

什么颜色的？”（欣仪）：“我最喜欢这朵红颜色的”（ 梦馨） 

“你很喜欢红色吗？我也是最喜欢红色”（ 欣仪）：“我们两个喜

欢一样的对不对”（ 梦馨）“这是谁剪的”（ 欣仪）：“我看到是

孙老师剪的”（ 梦馨）“哇！老师真能干呀”。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听到孩子们的议论，我非常开心。

这段对话涉及到个人爱好、审美以及个

人评议等多方面的内容。

在美工区中可以让幼儿多动手训练他

们的精细动作的发展。

提供材料让幼儿尝试剪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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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三：美工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美工区

观

察

记

录

欣仪来到美工区，寻找工具时，她在小筐里发现了几朵剪好

的小花，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正在玩橡皮泥的梦馨说：“快来看

哪，这些花好漂亮啊！”梦馨凑过来看后说：“真的好漂亮。你

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欣仪）：“我最喜欢这朵红颜色的”

（ 梦馨） “你很喜欢红色吗？我也是最喜欢红色”（ 欣仪）：

“我们两个喜欢一样的对不对”（ 梦馨）“这是谁剪的”（ 欣

仪）：“我看到是孙老师剪的”（ 梦馨）“哇！老师真能干

呀”。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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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孩子们的议论，我非常开心。

这段对话涉及到个人爱好、审美以及

个人评议等多方面的内容。

在美工区中可以让幼儿多动手训练

他们的精细动作的发展。

提供材料让幼儿尝试剪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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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四：活动室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活动室

观

察

记

录

今天中午，我给沈瑜梳头发，发现她又把自己的辫线打成一

团，我东扯西挣也没弄开，我紧皱眉头，却发现她在一边偷偷的

笑！难道她在故意给我出难题？我想，为什么不“偷懒”一下呢？

我故意说了一句：“真难弄啊，你帮帮我吧弄完了再来找我”说

完我就把那两个乱糟糟连在一起的辫线递给了她，故意不理她。

我一边继续给其他女小朋友梳头，一边偷偷观察她，只见她低着

头，紧皱眉头，小牙齿紧紧地咬在下嘴唇上，一脸的专注，五分

钟过去了，她没有哭着来找我， 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在低着头解

着，我心里很惊奇，我把所有小朋友的头发梳完之后，再看她，

她拿着解完的辫线跑来找我，只见她满脸通红，小鼻尖上有些许

汗珠，看得出来，她在认真、专注地做这件事。我摸摸她的小脸

蛋，微笑着说：“你真棒，自己能解决问题啦，看来你又长大了，

真厉害呢。”她听了我的表扬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高兴，她擦

擦头上的汗，说了一句：“原来这么难啊……”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原来自己的一次“懒惰”竟然能

让这名小天使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

了，真是个意外收获啊。回到家后我

的脑海里又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沈瑜

之所以以前那么依赖我，是因为她没

有成功的经验，在家里有父母的呵护

备至，在幼儿园有老师的无微不至，

孩子们可能都缺乏这种自己解决问

题的机会，于是，便有了在一丁点困

难面前也会觉得很不自信。

让幼儿尝试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

提高幼儿的独立性和抗挫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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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五：活动室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活动室

观

察

记

录

中午吃好饭，大家在玩玩具，玩的十分开心。每次铷誉

中午吃饭都十分慢，但是我发现好几次她快吃好饭时，都在

看着小朋友玩耍，于是我便走过去鼓励她快点吃，“我们比

比谁吃的快。”于是她加快了速度，吃的比之前快了一点。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铷誉吃饭比较慢，每次都是吃得

最后几个，别的小朋友在活动室玩了，

她还在吃，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玩，她

十分羡慕，因此我适时的刺激她，和

我比一比，让她有了快点吃好饭的动

力。

　

掌握她的饭量，可以适当的少盛一点，

再慢慢增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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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六：美工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美工区

观

察

记

录

在活动中，我们先通过游戏活动，巩固对五官位置的认识，

让幼儿说说自己五官的名字，点点自己五官的位置，接着让幼儿

欣赏老师制作的纸盘娃娃，让幼儿了解制作的基本方法。在幼儿

制作过程中，我们一起探索粘贴的顺序与绘画的方法。朱君是班

内动手能力不太强的幼儿，小班时她很少去主动动手去做，但是，

今天她看到这么漂亮的纸盘娃娃，也动起了小手，虽然到最后她

没有整体完成。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幼儿对于新鲜的事物一般来说都

是十分感兴趣的，因此在本次活动中幼

儿表现极为出色，每一个孩子都能积极

的参与粘贴活动，用自己灵巧的双手，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帮助与指导，

完成属于自己的一件作品。虽然不是很

成功，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在每个孩

子的眼里，他们自己的作品都是独一无

二的，都是最漂亮的。

对于幼儿来说，兴趣就是他们创作的源

泉，兴趣就是他们创作的本身，有了绘画

的兴趣，他们才能将自己的能力完全的展

现。因此，激发幼儿的绘画欲望是提高幼

儿对绘画兴趣的重要手段，作为教师应该

及时为幼儿创设一个想画的环境，让幼儿

能在没有约制的条件下，充分表现自己的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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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七：科学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科学区

观

察

记

录

 区角活动的时间到了，在巡视一圈后我将注意力转到今天活动

的重点——科学区。董渊和吴只极已发现了今天的新材料：黄豆和

沙的混合物、筛子、勺子、筷子等，他们正饶有兴趣的在研究，但

又不知所措。于是我轻轻的进入，告诉他们：我不小心把黄豆和沙

混在了一起，你们想办法把它们分开好吗？他们一听来了劲，开始

有目的的想办法，吴只极用勺子，董渊用筷子一粒粒夹。这样速度

很慢，但他们却很投入。我几次想上去提醒他们可以用筛子试试，

但都忍住了。

    过了一会儿，董渊开始去翻看其它的工具。他发现了筛子，端

详了好一会儿，然后用筛子去舀黄豆和沙，沙从筛子的孔中漏了出

来，董渊对这个发现很惊喜，马上告诉吴只极，于是吴只极也开始

用筛子操作。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我静静的看着他们，由于第一

次操作，他们的方法掌握的不是很好，

几次下来，沙撒了一地。我还是静静

的观察着，连续多次后，吴只极可能

从“分”的新鲜感中慢慢转移到寻找

合适的方法中，开始用勺子舀混合物

到筛子中，但在移动筛子时还是把沙

漏到了桌上。我真想去帮助他，但最

终还是忍住了。就在这时，董渊找到

了好办法：他用一个小脸盆接在筛子

的下面，再把混合物用勺子舀到筛子

中，这一次总算没把沙弄到桌上。董

渊继续在全神贯注的操作，只极看到

他的好方法后也开始模仿。

教师以极大的耐心和欣赏的态度来观

察幼儿的言行。 当幼儿并没有选择筛子

而是用筷子和手一下下分离混合物时，教

师并没有急于去提醒，而是耐心的观察等

待，幼儿在满足了一时的新鲜感后便通过

观察“工具”发现了筛子，并用它进行尝

试。这是幼儿自己的发现，对于他的影响

是不同一般的，更重要的是能养成他良好

的、积极的探索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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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游戏观察记录篇八：科学区

幼儿姓名 性别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观察地点 科学区

观

察

记

录

区角活动的时间到了，在巡视一圈后我将注意力转到今天活动

的重点——科学区。董渊和吴只极已发现了今天的新材料：黄豆和

沙的混合物、筛子、勺子、筷子等，他们正饶有兴趣的在研究，但

又不知所措。于是我轻轻的进入，告诉他们：我不小心把黄豆和沙

混在了一起，你们想办法把它们分开好吗？他们一听来了劲，开始

有目的的想办法，吴只极用勺子，董渊用筷子一粒粒夹。这样速度

很慢，但他们却很投入。我几次想上去提醒他们可以用筛子试试，

但都忍住了。

过了一会儿，董渊开始去翻看其它的工具。他发现了筛子，端

详了好一会儿，然后用筛子去舀黄豆和沙，沙从筛子的孔中漏了出

来，董渊对这个发现很惊喜，马上告诉吴只极，于是吴只极也开始

用筛子操作。

分析与说明 下阶段措施

  我静静的看着他们，由于第一

次操作，他们的方法掌握的不是很好，

几次下来，沙撒了一地。我还是静静

的观察着，连续多次后，吴只极可能

从“分”的新鲜感中慢慢转移到寻找

合适的方法中，开始用勺子舀混合物

到筛子中，但在移动筛子时还是把沙

漏到了桌上。我真想去帮助他，但最

终还是忍住了。就在这时，董渊找到

了好办法：他用一个小脸盆接在筛子

的下面，再把混合物用勺子舀到筛子

中，这一次总算没把沙弄到桌上。董

渊继续在全神贯注的操作，只极看到

他的好方法后也开始模仿。

教师以极大的耐心和欣赏的态度来观

察幼儿的言行。 当幼儿并没有选择筛子

而是用筷子和手一下下分离混合物时，教

师并没有急于去提醒，而是耐心的观察等

待，幼儿在满足了一时的新鲜感后便通过

观察“工具”发现了筛子，并用它进行尝

试。这是幼儿自己的发现，对于他的影响

是不同一般的，更重要的是能养成他良好

的、积极的探索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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