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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怎么着？ 
中班及以上 

活动准备： 

《你猜怎么着？》游戏一盒，包含： 

 猜猜卡 53张、头带 4条、金币 30枚、转盘 1个、沙漏 1个 

 

活动目标： 

1、 通过游戏对物品的内在特点产生兴趣，能按物品的内在规律进行总结和分类。 

2、 乐于表现和模仿，能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老师讲述谜语，请小朋友猜猜是什么，并出示谜底图片检查。 

语言：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起玩一玩猜谜语的游戏，我来念一首小儿歌，里面有这个东西的特点。你们

来听一听，猜一猜是什么？ 

谜语：看着像蛋糕，不能用嘴咬，洗衣和洗澡，浑身出白泡（肥皂） 

PPT2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谜语里面会有这个谜底的样子、用途等等，只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能

猜到是什么了。 

二、分步教学 1：认识道具 

1、教师示范： 

教师逐排出示卡片，引导幼儿观察和总结每一排物品的特点和规律。 

语言：现在，我们就要来玩一玩卡片猜猜猜的游戏，在玩游戏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卡片上的东

西，它们已经按照自己的特点排好队了。 

PPT3：看这个队伍里，都是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食物。这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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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共有属性取出来的名字，我们就叫分类。有些名字里包含的东西特别多，我们就叫它“大分类”，比

如“食物”、“动物”、“植物”等等。不过大分类里，还能分出很多小的名字，比如在“食物”里，有

“甜的”、也有“咸的”；有“喝的”、也有“吃的”；有“热的”也有“冷的”等等。这些就是小分

类。现在，请你们来看看下面的几个队伍里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吧。 

2、幼儿操作： 

a、 老师依次出示 PPT4、PPT5、PPT6、PPT7，请幼儿逐个描述看到了什么？这一行中有什

么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大分类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小分类，可以按什么分？ 

PPT4：大分类：都是交通工具。小分类：天上的、水里的 、陆地上的。轮子数量不同

等。 

PPT5：大分类：都不同工作的人。小分类：是否穿制服，工作地点等。 

PPT6：大分类：都是动物。小分类：运动方式、食物种类、外形特点等。 

PPT7：大分类：工具、都是用电的，都可以看时间。 

b、 老师出示 PPT8，新的物品卡片，请幼儿根据物品特点，说说放在哪一行最合适，为什

么。并根据物品的外在特征和内在特征进行描述。(PPT4) 

3、能力评价： 

 表达、探究。 

三、分步教学 3：猜一猜 

1、教师示范： 

教师出示 PPT9，选择一个物品描述，所以幼儿倾听后找出老师所描述的东西，并说说

原因。 

语言：现在，我们开始玩卡片猜猜猜的游戏了，老师已经看好一个东西，可是现在不能告诉你们，不过我

会依次把这个东西的特点告诉你们，看看谁和老师最默契，最快找出这个东西。 

     提示 1：交通工具。 

提示 2：它不会飞。 

提示 3：形状长长像条蛇。 

提示 4：要在轨道上开。（火车） 

注意：要求幼儿倾听完所有描述在发言，引导幼儿根据老师描述，逐步缩小观察范围。 

2、幼儿操作： 

 每个幼儿轮流选择一个秘密物品，将物品特征描述出来，其余幼儿根据描述猜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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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每个幼儿进行 2-3次） 

注意：提醒描述的幼儿，在描述过程中不可以将物品的名字说出来。悄悄的将选好的物品先告诉老师，作

为等一下的核对。 

3、能力评价： 

 倾听、表达、探究。 

四、分步教学 4：问一问演一演 

1、教师示范： 

教师播放 PPT9，引导幼儿用提问的方法猜出物品。 

语言：我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过这次我可不会主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用提问的方

法来问我。我会用“是”“不是”“有可能”来回答你的问题。 

还记得哪些问题可以缩小范围吗？先确定大种类，比如是动物，还是食物还是人，再从中缩小范

围，是两条腿的动物吗？还是会溶化的食物呢？最后再猜出具体的东西，不过每个人只能猜一次哦！ 

2、幼儿操作： 

 幼儿轮流提问，老师用“是”“不是”“可能”来进行回答。直到有幼儿猜出正确的

物品为止。请猜对的幼儿来演一演这个东西。 

注意：在提问前，可让幼儿进行讨论，共同制定出想要问的问题。 

老师可将幼儿提过的问题和回答进行记录，帮助幼儿在猜谜时有所依据。 

在幼儿猜测时，老师可根据之前的提问回答让幼儿进行自检。 

3、能力评价： 

 倾听、表达、探究。 

五、整合游戏 1：  

1、游戏准备： 

a、 将所有卡片洗匀，面朝下叠放在桌子中间。 

b、 将沙漏、金币和转盘放在大家都能拿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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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现在让我们来比一比，谁可以通过猜谜游戏赢得更多的金币。 

2、游戏规则： 

 每回合，玩家轮流出题。 

当轮到一个玩家时，老师翻转沙漏，表示开始。 

当回合玩家从卡片堆拿取一张卡片自己查看，记得上面的内容后将卡片面朝下放在自

己面前。 

当回合玩家转动转盘，当根据指针停留位置的方式，做出提示，让其他玩家猜出自己

所看的卡片内容。 

其他玩家在猜测或提问时，采用抢答形式，提问数量不限，答案猜测每人每回合限 3

次。 

当有玩家猜对答案时，当回合玩家打开卡片核对，当回合玩家及第一个猜对的玩家各

获得一个金币。 

若沙漏未漏完，当回合玩家可继续上述行动。 

若沙漏漏完，仍无任何玩家猜出答案，则视作当回合玩家行动失败，到一个玩家回

合。 

注意：每回合使用过的卡片打开放在一边不再使用。 

3、游戏结束： 

当所有金币都被拿完，游戏立即结束。获得最多金币的玩家获胜。 

4、幼儿游戏，教师观察指导： 

a、 规则：当回合玩家在描述时，只能说出类型、样子、用途等特点，不能直接说出

物品的名字。 

b、 引导：在提问时先思考自己想知道什么？从大类到小类进行划分提问。珍惜猜测

的机会。 

c、 引导：刚才 PPT上看到的只是部分物品，比如动物，还有很多刚才没看到的动

物，大胆想象，自己生活中看到过的，了解过的东西，进行想象猜测。 

d、 规则：对于其它玩家的提问，看卡片的人必须如实作答。 

e、 引导：仔细倾听，记忆之前的提问和回答，减少重复提问。将答案范围缩小。 

f、 引导：表演的时候只能用动作，不能发出声音，鼓励幼儿用肢体语言大胆表现。 

5、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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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表达、探究、行为规范。 

6、游戏小结： 

a、 幼儿叙述：你在游戏中更喜欢做出谜题的人还是猜谜题的人？为什么？ 

b、 幼儿讨论：在提问环节，有哪些策略可以让自己离目标更近。 

c、 教师总结：尽可能的寻找物品间的共同点，将物品分成几个类别，根据物品的种类

特点进行提问。一个特点要包含多个物品。用排除法逐步缩小范围， 

d、 幼儿讨论：作为描述特点的人，有什么技巧。 

e、 教师总结：描述要有针对性和条理性，抓住最显著的特点，比如看到大象，直接说

长鼻子，让大家一下就能猜到，自己就有机会可以进行多张卡片，得到更多的分

数。 

六、整合游戏 2：  

1、游戏准备： 

a、 每个玩家拿取一个头带，套在头上。 

b、 将卡片洗匀后，面朝下叠成一堆，放在桌子中间。 

c、 每个玩家从卡片堆上拿取一张卡片（不能偷看），将牌面向前插入头带上的皇冠中

卡紧。 

d、 每个玩家拿取 3个金币，作为起始分数。 

e、 将沙漏、和剩余金币放在大家都能拿到的地方。 

语言：这次你们变成了不同国家的国王，你要做的是猜猜自己是什么地方的国王，猜对了，才能把卡片拿

下来，然后换上新的卡片，比一比，谁能得到更多的金币，统制最多的王国。 

注意：在 C步骤中，如幼儿有困难，可由老师帮忙。 

2、游戏规则： 

 每到一个玩家回合，老师将沙漏翻转。 

当回合玩家向其他玩家提出问题，尽可能多的了解关于自己头上卡片的信息，并猜出

准确的物品。 

如在沙漏用完前。正确猜出，则将头上卡片拿下，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作为分数，从

中间拿取一个金币作为奖励，同时，从卡片堆再拿取一张新的卡片放入头带作为新的任

务。可重复上述的行动。 

如在沙漏用完前，未猜出正确的物品，则直接轮到下一个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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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玩家猜不出头上的物品卡片，可使用 1个金币将头上的物品卡片弃置，重新拿取

一张新的物品卡片带上。 

3、游戏结束：同整合游戏 1 

4、幼儿游戏，教师观察指导： 

a、 规则：玩家不可以偷看自己头上的卡片。 

b、 引导：如何有效提问。 

c、 引导：合理应用手中的金币和置换卡片的时机。 

5、能力评价： 

 倾听、表达、探究、行为规范。 

6、游戏小结： 

a、 幼儿叙述：你在游戏中的有什么困难或窍门可以分享吗？  

b、 幼儿讨论：是否要使用金币置换卡片，何时用更好。 

c、 教师总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金币解决问题，换取更多机会，不过

也不能用的太急，遇到问题先思考，实在想不出再使用，金币是有限的。 

七、课程小结： 

1、课程收获：出示 PPT9、10、11，说说，除了游戏中看到的这些类别，我们生活中的物

品还有哪些类别（服装、家具、玩具等等）。 

2、幼儿互评：你觉得在这次游戏中，谁最会表演？谁最会描述？谁最会提问？ 

3、教师总结：就幼儿的发言进行总结，以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