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 课间韵律操
活动总结(模板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一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大课间体育的蓬勃发展，丰富和活跃师生
的大课间活动，展示师生风采风貌，落实“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的办学理念，增强班集体的团结合作能力。3
月11日下午，遂川县草林中心小学开展大课间韵律操比赛活
动。

三年级的小朋友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大
课间韵律操展示出草林中心小学学生活力四射、昂扬向上的'
精神面貌。

身穿白色卫衣，手拿红色小旗，六5班的学生在向全校师生展
示别样风采的韵律操。舞台上的他们激情洋溢、青春活力，
相信经过汗水浇灌的学生们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同学们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展示，离不开老师背后辛勤的付出。
来自六2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向全校师生展示了班级的超强凝
聚力，他们的精彩展示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比赛结束，草林中心小学黄莉老师和王琦老师分别对古诗韵
律操、加油韵律操做了点评，教导处副主任李芳怡宣布了本
次比赛的结果，该校领导对此次获奖班级进行表彰。



大课间韵律操比赛活动的开展，很好地展现了草林中心小学
课间操教学、训练的效果，也充分展现了同学们大课间活动
的丰富多彩，展现了全校朝气蓬勃、青春飞扬的面貌，以及
团结协作、努力拼搏的精神。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二

设计意图：《音乐喷泉》源于幼儿的生活，这种集音乐、造
型、灯光于一体的音乐喷泉正是幼儿所喜欢的，而且随着音
乐变化不同的造型更是深深吸引幼儿，富有动感的喷泉造型，
不仅给孩子带来无比的快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
我们可以引导幼儿用肢体语言表达对音乐，对喷泉的感受和
理解，充分让幼儿感受与音乐、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美好体验。
活动目标：1、欣赏音乐喷泉，感受音乐强弱等变化，并能用
相应的肢体动作来表现。2、积极参与韵律活动，体验活动带
来的美感。活动准备：1、音乐磁带、录音机、喷泉图片2、
幼儿现场观看过音乐喷泉、有肢体动作活动的经验。活动过
程：一、视听结合初步感受1、你们看见过音乐喷泉吗？它是
什么样子的？2、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音乐喷泉的录像，请
你们欣赏，看看录像里喷泉是什么样子的？二、感受音乐引
发联想1、音乐喷泉有那么多的造型，它的音乐也很好听。现
在请你们来听听，这段音乐里有什么变化？（强弱、快慢、
轻重）2、在音乐的变化中，喷泉会怎么变化呢？请大家再欣
赏录像。3、音乐轻柔舒缓时候的喷泉是怎么样的？（低低的、
慢慢的）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现？（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
应的图谱）4、音乐强烈的时候会怎么样？（高高的、有爆发
力）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现？（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
图谱）5、原来，音乐的强弱变化可以用不同的身体动作来表
现。现在就让我们看着图谱，再来欣赏一遍音乐。你可以边
看图谱边想动作。6、我也听了音乐，想了一些表现喷泉的动
作，请你们来看看。7、大家都想来做音乐喷泉啊，就让我们
站起来，看着图谱用动作来表现喷泉的样子。三、欣赏表演、
自由表现1、小朋友的音乐喷泉玩得这么开心！老师也编了一
个音乐喷泉的舞蹈，请大家来欣赏。（教师结合幼儿的动作



完整表演舞蹈）2、在这个舞蹈中，你认为哪个动作是最美的？
（请幼儿表现舞蹈的部分动作）3、让你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动
起来表现音乐喷泉吧！4、手拿道具（彩纸）练习个别动作后，
面向客人老师表演。四、延伸活动：今天，我们小朋友只是
表演音乐喷泉的一部分，其实生活中的还有各种造型的音乐
喷泉，请大家再去仔细观察，以后我们用更丰富、更美丽的
动作来表演音乐喷泉！评价分析：活动评析：1、贴近生活，
唤起幼儿参与的积极性。以“音乐喷泉”的形象，它来源于
幼儿生活，又贴近幼儿的生活，蕴含着教育价值和艺术价值。
2、借助舞谱，帮助幼儿提升经验。多感官地参与，给孩子许
多自我表现得机会，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孩子们自信和表演欲
望。3、快乐感受、快乐体验。整个活动通过视觉、听觉全方
位创设了一个快乐的氛围。当孩子们聆听音乐时、欣赏录像
时、师幼互动时、学跳舞蹈时都体验到了快乐。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三

活动目标:

1、尝试用动作随音乐表现《山狗和臭鼬》——睡觉、伪装、
寻宝、倾听判断危险等基本情节。

2、尝试在马蜂、熊、臭鼬来了的不同情境中,做出相应的动
作表现:迅速上位“躲避”,迅速静下来一动不动“假装石
头”、表现被臭气熏晕倒的过程。

3、锻炼克制和对不能预知的即兴“指令”做出快速反应的能
力,并体验迅速做出正确反应的快乐。

活动准备:音乐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引出活动



2、师幼共同从故事情节中提炼动作。

3、在座位上用动作整体感知音乐。（1遍）

4、加入游戏元素，第2遍音乐起。(座位上)

师:(音乐结束)我刚刚听到了马蜂的声音，你们知道什么是马
蜂吗？

师:对，马蜂它的刺有毒，如果，,我们碰到马蜂不能用手去
赶，要赶紧跑。

5、请勇士示范情景表演，第3遍音乐起。(离开座位)

师：这一次我们去的地方除了可能会遇到强盗，还有可能会
遇到马蜂,寻宝之旅即将开启，小动物们先好好休息,养足精
神,准备出发。（3遍）

(音乐结束问幼儿)马蜂来啦!师幼一起抱头跑回座位。

6、所有小朋友一起寻宝,倾听第4遍音乐。

师:这一次，你们要不要真的跟我们一起去寻宝？注意马蜂来
了的时候要怎么样？而且你们发现没有他们跑起来的时候没
有声音耶？因为他们不想让强盗发现他们，那你们待会儿也
要注意不要被发现了，小动物们眼睛闭起来,准备出发。

师:好像有情况,你们不要动!我来去看一看。

7、感受新的故事情节，第5遍音乐

（音乐结束后）大声喊狗熊来了的情境中,小动物的动作表现。

师:你会做什么样子的石头人?(表扬欣赏幼儿)现在我请小朋
友表演一下



师：狗熊来啦，狗熊没走，狗熊想走，狗熊还在，马蜂来
了……

6、完整感受新的故事情节，第6遍音乐

师：这次我们要一起去这个山头，也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
我们一起去跟随音乐寻宝吧

师:狗熊来了……马蜂来了

7、引出臭鼬大王

师:请一个小动物上台表演被臭晕,注意要轻轻地晕倒在地,检
查是不是真的被臭晕了?

师:这次我们一起去试试吧!

6、倾听第8遍音乐

师:(音乐结束:狗熊来了,臭晕啦)我从一开始就说我是山狗,
我的任务就是来抓小动物的,可是晕死的是不能被抓回去的,
只能抓活的,我要来检查一下，都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要检查，
哎，看样子真的都死了，不行，我要放大招，马蜂来了!(幼
儿上位)

6、结束部分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四

活动目标：

1、倾听音乐，尝试随乐表演故事《三只小猪》的基本情
节――盖房子，大灰狼来时的房子造型。2、通过多人合作尝
试创编不同的.房子造型且能根据不同房子的材质，对大灰狼



的动作做出相应的反应。3、乐于挑战自己：在大灰狼来之前，
房子不能动。

活动准备：

音乐、稻草，木头，砖头图片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引出活动

师：三只小猪的故事听过没有？有几只小猪？盖了什么房子？

二、师幼共同从故事情节中提炼动作。

师：造房子要打地基，怎么打地基？

师：打好地基还要去搬材料，怎么搬？

三、用动作感知完整音乐。

1、幼儿集体在座位上感知音乐。

师：我们现在是猪小弟，来造砖头房子。

2、幼儿集体在座位前感知音乐。

师：看来砖头房子真的是很坚固，现在我们来造一个更高的
砖头房子吧。

幼儿轻轻起立。

创编房子造型。

4、幼儿散点感知音乐。



（2）一半砖头房子，一半木头房子。

师：现在我们会造砖头房子了，那木头房子怎么盖？

师：木头房子怎么倒？被大灰狼推到的才倒下来，没有推到
的不倒。

请部分幼儿示范。

师：木头房子被大灰狼推倒以后，猪二哥逃到哪里去？

（3）一半木头房子，一半草房子。

师：现在我们砖头房子也会了，木头房子也会了，那草房子
怎么盖？

师：谁愿意来盖草房子？

四、幼儿结伴游戏

师：那我们一起来造房子，有稻草的，请你造草房子；有木
头的，请你造木头房子；有砖头的，请你造砖头房子。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音乐轻盈、跳动及优美、舒展的情绪。2、探索手指
随乐在身体各部位跳动的可能性，以及自己与同伴运用身体
某一部位相互牵引移动的可能性。3、体验参与音乐表达、创
造想象及人际互动的喜悦。

活动准备：

1、音乐磁带：安东尼.德沃夏克《幽默曲》；



2、教师能熟练地清唱乐谱；

3、人手一个画板、一张画纸、一支画笔；

4、场景布置：球、图画……

活动过程：

1、初步体验与感知音乐的情绪、结构。

1）师幼生共同倾听音乐，萌发自己关于音乐的第一印象。

2）幼儿尝试表达。

3）教师从多方面，尝试借助一定情境，采用多种方式随乐表
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幼儿再次欣赏，进一步感知音乐的性
质、结构。

2、初步尝试跟随教师做身体模仿动作，体验动作与音乐（情
绪、结构）的和谐。

3、在分段随乐游戏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动作表达的可能性。

1）教师讲述故事，导入游戏情境。

2）幼儿随a段音乐，在圈上玩“手指跳动游戏”，探索手指
在身体其他部位跳动的可能性。

3）幼儿随b段音乐，散点结伴玩“牵引游戏”，探索自己手
指与同伴手指相互牵引移动的可能性。

4）幼儿随c段音乐，再次散点结伴玩“牵引游戏”，探索自
己与同伴运用身体其他部位相互牵引移动的可能性。



4、完整随乐律动游戏。

5、与客人老师合作游戏。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六

1、通过学习律动《采茶》，加深幼儿对这一民间音乐的印象，
并体验江南人民采茶时的喜悦心情；培养幼儿热爱劳动人民
的美好情感。

2、学习采茶动作：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并
有后缩的感觉。

3、发展幼儿的表现力、想象力。

活动重难点：学习采茶的动作；跟着音乐的节拍采茶。

活动准备：磁带、茶叶。

1、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引出新授。

师： “小朋友，看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知道
茶叶是什么季节采摘的吗？”；“现在是什么季节？；“今
天老师想带小朋友去茶园采茶，你们想不想去呀？”

2、教幼儿律动《采茶》的过程。

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采茶动作要领：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
同时，手臂略弯曲并有后缩的感觉，眼睛一定要看着手。
（为了能喝到又鲜又香的茶叶，人们通常都是采树尖上的叶
子，最嫩的地方，所以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来捏。）

放茶：采茶后手翻一下，手心向下放入篮中，眼睛同样要看
手。



3、教幼儿律动要领。

引导幼儿用语言编出采茶动作的要领：

左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右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

连采几片放进来，连采几片放进来；

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

太多了，两只手一块采了放进来。

4、幼儿掌握动作要领后，教师引导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完整
的表演律动，激发幼儿对采茶律动的兴趣。

提示：让幼儿生动、活泼的表现动作，充分感受采茶时的喜
悦心情。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七

1、感受中国风音乐和中华武术的精神，合拍表现音乐结构及
少林拳法的动作。

2、通过观察模仿学习少林五形拳的基本动作，借助图谱的提
示布阵。

3、在“布阵法”游戏中锻炼偷快接受挑战的信心和胆量，并
做到团结协作、快速反应。

经验准备：观看少林功夫视频

物质准备：ppt，音乐。

一、谈话导入



就能进入少林寺，请你们仔细看看这套拳法中表现了哪五种
动物？

二、熟悉乐曲结构，倾听乐曲，感知五形挙动作。

初步感知音乐结构，熟悉动作。

师：师父刚刚打了哪些拳法呢？

观察学习布阵方法，尝试队形并运用合作的方式表现。

师高僧告诉我们，藏经阁里有108本武功秘籍，这是每一个少
林弟子都希望能得到的。学会布阵就能得到提示，知道经书
隐藏的`地方。

层级一：出示“阵法图＂”，自主观察并尝试根据“阵法
图”按空间方位面朝圆心布阵。（2遍）

师：我们来看看，高僧给了我们第一张阵法图，图上有什么？

小结：阵法图告诉我们，所有人要变成一个圆，脸朝圆上，
在走的时候开始转动。

反思性评价

师：我们已经学会了布阵的方法，现在合着音乐一起来布阵
吧。

小结：刚刚布阵很成功，高僧给出了提示。（幼儿按提示找
到拼图）

层级二：出示“阵法图2”，自主观察并尝试根据“阵法图”
按空间方位面朝圆心移动布阵。

师：那我们开始合着音乐布阵，记得要移动交换位置。



小结：布阵挑战成功，看看高僧给了我们什么提示？（幼儿
集齐拼图，找出秘籍）

欣赏视频《少年功夫》

师：少林武术是中华文化之宝，练武可以强身健体，还能保
家卫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把中国武术的文化传承下
去并发扬光大，孩子们，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欧赏一段武
术表演吧。

小班开火车的小律动篇八

如何在韵律活动中把握幼儿模仿与创造的度？让孩子随便跳？
老师该不该教？受到“尊重幼儿”“以幼儿为学习主体”理
念的影响，很多时候我总害怕：我教给孩子动作了是不是就
理念太落伍了？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踏上了南京的韵律
活动参观之旅，。

在第三天的南师大幼儿园的参观学习让我印象深刻，很受启
发。周洁老师报告中提出：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
术活动并大胆表现表达的同时，帮助幼儿提高技巧技能。所
以，技能技巧和表现、创造是和-谐统一的，两者不可偏颇。
教师在不同类型的韵律活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让孩子获得技能与创造两方面的共同提高。

《对韵律教学活动的感悟》。以观摩活动为例：像贾青老师
《米菲的忙碌早晨》，通过引导孩子回忆、再现清晨的起床、
刷牙、洗脸、拉臭臭等已有生活经验，在幼儿自己表演动作
的基础上，和幼儿一起整理、完善、学习，这些技能动作是
从孩子中来，通过老师的帮助加工后再让孩子来学习，激发
了孩子模仿、学习、想象、创造的`欲望，也体现了教与学的
和-谐统一。

像周洁园长讲座时教授的《破冰进行曲》集体舞教学，队形



与一些动作基本由老师确定，孩子在这一活动中主要的收获
就是：同伴合作表现，体验交换舞伴跳舞带来的快乐。

这节活动中可能创造的成分相应少了，但这一活动为以后幼
儿参加类似集体舞学习中的创造提供了技能与队列、空间等
方面的经验积累。还有徐桂兰老师的《小猪爱睡觉》，相比
而言，本活动幼儿想象、创造的空间相应大了许多，但也不
是完全脱离了老师的引导与一些动作技能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