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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际与合作—男生女生一起来

教学课题 男生女生一起来

教学对象 六年级

教学时间 40 分钟

教学地点
（考虑到偏远地区高年级小学生对异性交往较为敏感的状况，较大的

室外活动场地能够创造更加舒适的人际距离）

教学方法 游戏

教学目标
1.通过集体游戏建立班级中男女生互动的正常氛围；

2.促进班级团队合作，提升班级凝聚力。

名称 目标 时间 内容

导语
达成

共识

3 分

钟

同学们，大家每天都为学习而忙忙碌碌，今天呢，

我们要做回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小孩，闭眼冥想：“我

小小的样子”。睁开眼睛，小小孩会是什么样的呢？

贪玩的！今天我们就来抛下书本一次玩个够吧！

但是班上有**个人，我们是一个团体，为了我们

能玩个痛快，大家得遵守三条简单的规则：

一放开自己去玩；

二忘了自己是谁；

三听清楚每个游戏的规则，每个人都要用开放的

心态愉悦接纳自己的团体伙伴。

热身活动

活跃

气氛，

提升

团体

凝聚

力

5分

钟

游戏一：可怜的小猫

分组：报数分组，分 3组。

游戏方法：

1. 每组围坐成圈报数，报双数的人扮演小猫，站在

内圈面对报单数的人。

2. 游戏开始后小猫蹲下学猫叫，面对者要用手抚摸

小猫的头，并说：“哦！可怜的小猫。”但是绝不能笑，

一笑就算输，要换当小猫。

3. 抚摸者不笑，则小猫喵喵叫着使用各种方法逗笑

对方，主持人宣布一轮结束的时候如果还未能逗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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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则继续扮演小猫。

4.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继续扮演小猫的同学站内圈，

内圈顺时针，外圈逆时针转动，主持人喊“停”时面

对面的两位同学继续第二轮游戏。

【设计理念：简单的游戏更容易让学生放松心情，进

入游戏。而装作小猫来游戏，可以让学生放下自我，

接纳同伴。】

二、“一元五

角”

促进

不同

性别

的学

生之

间的

合作

与沟

通

10

分钟

游戏方法：

1.所有成员围成一个圆圈，以顺时针慢慢走动，每一

位成员都代表一个数字，比如女生代表一元，男生代

表五角，或者女生代表五角，男生代表一元。

2.领导者随意报上一个不大于“总钱数”的数字，比

如“一块五”、“两块”等，成员以凑成该数目为目标

迅速成小组，落单的成员出局，继续下一轮，或者不

经过淘汰直接进入下一轮。

【设计理念：全班乱哄哄，嘻嘻哈哈的状态该是本次

游戏最佳状态。即打开了自己保守的心态，又因有与

每位同学抱团成组的经验。所以，后面的游戏才能更

好的开展。】

过渡语： 这两个游戏大家玩的相当不错哦，就是这

样的，放开自己，开开心心玩游戏。可是这两个游戏

都相当简单，那么我们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的游戏，大

家一定也会合作的这么好吧！

三、捆绑过

关

培养

团队

协作

意识

的同

时为

男女

20

分钟

道具：绳子或其他可以绑的东西，适合全部的人。

活动一（10 分钟）：

1.分组：抽签决定(签分为两种，给男生组抽一次，

给女生组抽一次，抽同样签的男女生为一组。)

2.每一组组员排成一横行（重新抽签组队、排列站立

顺序抽签决定，去敏感化），老师帮忙把每个人的脚

踝与隔壁的人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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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

供更

多的

互动

机会

3.两组竞争：看哪个小组最先安全到达目的地，且没

有相互抱怨。

【设计理念:本次活动中的亮点是，竞争且无抱怨。

小孩子在游戏中抱怨同组队员是很常见的事，极易影

响队员心情，团队氛围，影响活动目标的达成。当有

无抱怨的规则时，便可让他们更好的融入游戏，体验

团队游戏的乐趣，这时性别已经成为次要因素了，大

家都为赢得游戏而努力。】

过渡语：老师认真观察了大家的游戏过程，投入，

无抱怨！带上这么美好的品质，我们玩最后一个大游

戏。

活动二（10 分钟）：

1.每一组组员排成一圈（重新抽签组队、排列站立顺

序抽签决定，去敏感化），老师帮忙把每个人的脚踝

与隔壁的人绑在一起，手臂也与隔壁的人绑在一起。）

2.两组合作：用最短时间互相解开绳索。

【设计理念:最后一个活动，必须得全体配合才能完

成，因有时间限制，所以大家的顾忌都会被想赢得比

赛的愿望打破。】

四、总结 总 结

本 次

活 动

的 收

获

2 分

钟

结束语：同学们，在游戏中大家表现相当棒，老师忍

不住的想为大家，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中的你点赞！

我看到了最美的你：有担当，有谦让，大度且大方。

其实我们班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一起还要度过最美

的一年，希望在这一年里，老师看到的都是你最美的

一面，看到的是你们互相尊重着交往，自然而无所顾

忌。

活动准备：

100cm 长的布条或绳子，数量为学生人数×2。


	100cm长的布条或绳子，数量为学生人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