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通用8篇)
教学设计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进行具体设计和安排。教师们都想写
出一份优秀的小班教案，不妨先看看下面的范文，希望能够
给你一些帮助和指导。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一

拉个圆圈走走

1、喜欢参与音乐游戏，体验集体游戏的乐趣。

2、会听信号做出相应的动作。

歌曲录音

1、直接引入，引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2、教师清唱歌曲，要求幼儿认真倾听：你听到什么呢？

3、师生共同熟悉音乐，学习按音乐有节奏地走。

4、教师讲述游戏玩法，并请几位能力强的幼儿进行了示范。

5、幼儿进行游戏，指导幼儿听信号做出相应的动作。

6、复习歌表演《小手拍拍》。

《拉个圆圈走走》是一首简单明了的曲子，将其设计成游戏，
意在通过随音乐游戏加强宝宝反应能力。然而在游戏过程中，
宝宝很快地就掌握了这个游戏，走一走蹲一蹲很快就不引起
孩子们的兴趣，当游戏出现瓶颈，我及时进行调整，将本乐
曲尾声调整为看谁最先说你好，打哈欠，一下子宝宝被这些



有趣好玩的动作，改变原有的.懒散状态，又积极地参与音乐
游戏中，如此游戏我在户外活动中又重复几次，然而每次的
乐曲尾声都进行有趣的调整，但孩子总是乐此不疲，快乐其
中。从本游戏幼儿的表现，我进行反思：

1、音乐是辅助工具，应当让孩子充分感受游戏的乐趣。

2、教师要能进行及时性调整，而不应该一成不变地遵守原有
的教学模式。

3、调整的方向应以幼儿的兴趣为主，真正做到乐中学、玩中
学。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二

1.能边唱歌边和同伴拉成圆圈顺着一个方向合拍地走。

2．感知空间位置的变化。

3．体验和同伴共同游戏的乐趣。

1．幼儿在集体中进行过有简单队形要求的音乐活动。

2．教师在钢琴伴奏下演唱歌曲，录制成音频资料，并配上提
示语保存于u盘中。

音乐开始前的提示语：小手拉小手，大家手拉手，围个圆圈
走走。(停顿，给幼儿留出拉手的时间)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
始了!

幼儿根据音频中教师的提示语，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听着
音频中的歌声，尝试边唱歌边和同伴顺着一个方向合拍地走，
并保持圆圈不变形，在歌曲最后一句的句末，按照歌词的提
示拉着圆圈蹲下。



1．幼儿拉手围成圆圈行进是活动的难点，幼儿可能只顾着走
而不唱歌，各人走的方向也会不一致，教师不要急于要求幼
儿边唱边走，可以让幼儿先面向圆心站立，然后拉起小手，
试着朝右手方向即逆时针方向行进。

2．如果发现圆圈变形，可以请幼儿看一看、说一说圆圈为什
么会变形，从而引导幼儿知道拉成圆圈行进时要保持间距，
注意不能随意往圆心或与圆心相反的方向走。

3．有的幼儿可能不按歌曲的节奏走，教师可引导其观察同伴
的动作，也可用突出节奏的伴唱或自身肢体语言提示幼儿有
节奏地走。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三

1.学会与同伴拉成圆圈朝一个方向边唱边走，并在歌曲的最
后一个小节立即停止不动。

2.大胆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快乐地游戏。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一、开始部分

音乐律动：五彩圈。

2.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做游戏吧。

二、学习拉圆圈朝同一个方向走。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小朋友们，我们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大
圆圈呀?让我们一起来开动小脑筋，注意你的圆不能破掉哦!

2.师：现在我们变成大圆圈啦，那怎样才能转起来呢?

3.教师小结：我们现在手拉手，身体向右转，右脚先往前走，
围城一个大圆圈。

三、欣赏歌曲，学玩游戏。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师：宝贝们，你们听出这首歌里唱了什么?

2.教师引导全体幼儿跟着音乐做游戏。

3.教师引导幼儿在教师的歌声下，拉圆圈走，在歌曲最后一
小节迅速蹲下不动。

四、和教师一起边唱边游戏，

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继续游戏。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除了“蹲下”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动
作也能停止不动?

2.教师根据幼儿提出的动作进行练习。如：叉腰、站好、举
手、拥抱等。

3.教师选用某个新动作，引导幼儿完整地玩游戏。

五、结束部分

《拉个圆圈走走》是一个集体游戏，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好。
首先通过讨论引导幼儿围成一个圆圈，并学习朝一个方向走。



在这个部分中有一个难点，有的幼儿分不清方向，所以在游
戏中，有些小朋友和别人的方向相反，总是会撞起来。需要
教师用手势引导。尽管如此，还是很难做到全部方向一致，
如果在活动前在他们的右手上都贴一个标记，这样更利于幼
儿的辨别。整首歌曲演唱比较容易，幼儿学习的很快，并能
根据歌曲内容做动作。但在创编环节幼儿的思维有点局限，
想出的都是模仿动物的样子，具体的动作表现的不明显。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四

1、进一步学唱歌曲，能边唱边随歌曲的旋律进行游戏，体验
游戏的`快乐。

2、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游戏活动，并在歌曲结束时立刻蹲下或
站好，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的快乐。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重点：进一步学唱歌曲，能边唱边随歌曲的旋律进行游
戏，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难点：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游戏活动，并在歌曲结束时立
刻蹲下或站好，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的快乐。

音乐

一、律动、练声

《我们大家做得好》



《我是小兵》

《小鸟醒来了》

《下雨了》

《碰一碰》

二、复习歌曲

教师弹奏歌曲，请幼儿说说歌曲的名称及大概的内容。

2、教师边弹奏歌曲边带领幼儿复习歌曲内容。

三、幼儿演唱歌曲及创编歌词内容

1、教师：小朋友，现在请你们自己来跟着老师的音乐完整地
唱一遍歌曲吧!

教师带领幼儿集体演唱歌曲。

2、教师：小朋友，儿歌里面请小朋友一起拉着小手走走、跑
跑，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做呢?

3、教师：除了可以看谁蹲下、站好，我们还可以做出做什么
动作呢?

4、教师小结幼儿所说的内容，并引导幼儿唱进歌曲里面。

5、教师：小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把自己编的歌曲完整唱一遍
吧!

四、带领幼儿进行音乐游戏

1、教师：小朋友，你们想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这个好玩的



游戏吗?现在我请几个小朋友先来跟老师一起示范，看看这个
游戏是怎么样玩的吧!

教师请几名幼儿来进行游戏示范。

2、教师请幼儿分组进行游戏内容。

教师：小朋友，现在我们一组一组的小朋友来拉好小手，走
成一个小圆圈吧!与自己同一组的小伙伴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吧!

教师弹奏歌曲，让幼儿进行游戏。

五、结束活动

1、教师：小朋友，这个游戏好玩吗?今天我们也玩得累了，
现在请小朋友一起休息一下吧!

2、教师：回到家里也请小朋友们与自己的家人也一起玩这个
好玩的游戏吧!

3、结束活动。

这个音乐活动简明轻快，幼儿非常喜欢参与。第一环节：先
请幼儿倾听，让幼儿熟悉旋律，然后在让幼儿打节奏，感受
歌曲的变化和节奏感。以提问的形式问幼儿在歌曲里听到了
什么?让幼儿回顾歌曲的内容，随后反复感知，加深幼儿的歌
曲印象。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五

1、学会与同伴拉成一个圆圈朝一个方向边唱边走，并在歌曲
的`最后一小节立即停止不动。



2、大胆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快乐的游戏。

3、在学习歌表演的基础上，结合游戏情节，注意随着音乐的
变化而变换动作。

4、通过整体欣赏音乐、图片和动作，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1、对圆形有一定的认知经验。

2、配套音乐。

拉成圈朝一个方向走，并在最后一小节立即停止不动，大胆
想出不动的动作。

谈话讨论法、游戏教学法

一、学习拉圈朝一个方向走。

1、师：小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怎样做，才能排列才能变成
一个大圆圈呢。请大家讨论一下。

2、师：再想一想，大圈怎样才能转起来呢。

3、教师指导幼儿走圈。

幼儿活动：

幼儿排成大圈幼儿排成圈转起来手拉手，身体转向同一方向
并进行（如，向右，则右脚开始走）

设计意图：

引导幼儿学会走圈，为下面做铺垫。

二、欣赏歌曲，学玩游戏。



1、老师唱歌。“请小朋友听一听老师唱的歌，都唱了些什
么？”

2、老师唱歌，“老师来唱歌，请小朋友根据老师的歌来走圆
圈，要记得最后蹲下不动。”

3、带领幼儿一起边唱边游戏。

“现在，老师请小朋友一起来边唱边走圆圈。

幼儿活动：

设计意图：

层层递进，先了解词意，为蹲下不动做铺垫。

然后熟悉旋律进行走圆圈，最后达到边唱边走圈的目的。

三、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继续游戏。

1、师：小朋友你们想一想，除了“蹲下”以外，我们还可以
做什么动作也不会动？

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

2、教师根据幼儿提出的动作进行练习。（如，站好，叉腰等）

3、选择某一种新动作，完整的游戏。“现在我们来吧刚才的
新动作做一遍”

逐步发展，如“拉个圈圈跑跑”等，当熟悉游戏后，自由组
成几个圈游戏。

讨论并想出新的动作，练习新动作，完整地把某种新动作做
一遍



发展幼儿的创编能力，感受创编与成功的快乐。

《拉个圆圈走走》是一个集体游戏，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好。
首先通过讨论引导幼儿围成一个圆圈，并学习朝一个方向走。
在这个部分中有一个难点，有的幼儿分不清方向，所以在游
戏中，有些小朋友和别人的方向相反，总是会撞起来。需要
教师用手势引导。尽管如此，还是很难做到全部方向一致，
如果在活动前在他们的右手上都贴一个标记，这样更利于幼
儿的辨别。整首歌曲演唱比较容易，幼儿学习的很快，并能
根据歌曲内容做动作。但在创编环节幼儿的思维有点局限，
想出的都是模仿动物的样子，具体的动作表现的不明显。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六

1、能拉着同伴的手按时针方向围走成圆圈，能跟歌词的内容
的变化而改变动作。

2、体验与同伴教师一起游戏的快乐。

磁带及录音机。

一、引出课题。

1、熟悉歌曲，听歌曲《拉着圆圈走走》，边听边按节奏拍。

2、提问：你听到歌曲里唱了什么？

3、幼儿唱歌曲2—3遍。

二、音乐游戏“拉个圆圈走走”

1、我们来边唱边拉个圆圈来做游戏。引导幼儿练习逆时针方
向，边唱歌围成一个大圆圈，一拍一步有节奏的走。



2、改变歌曲中最后一句“看谁先蹲下”的动作，例：站好、
弯腰、抱头“增加幼儿的趣味性。

3、游戏熟练变换演唱速度进行游戏，按节奏变换动作

这个音乐活动简明轻快，幼儿非常喜欢参与。第一环节：先
请幼儿倾听，让幼儿熟悉旋律，然后在让幼儿打节奏，感受
歌曲的变化和节奏感。以提问的形式问幼儿在歌曲里听到了
什么？让幼儿回顾歌曲的内容，随后反复感知，加深幼儿的
歌曲印象。教师适当提要求边唱边玩，大部分幼儿能进行的
很好。不过也需要再次反复感知，多练习几遍，才能掌握的
较好。最后歌词中是发挥幼儿创造力的环节，本班幼儿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还需不断挖深，教师可以先示范变化的部分，
一边结合动作。在请幼儿来说一说，变一变，这里教师该积
极引导，让幼儿大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个别幼儿
的想法是非常有自己的观点的。部分幼儿一直以模仿为主，
喜欢变化其他小朋友说过的动作，需要进步加强指导这方面
的要求。每次的变化也能提升幼儿的思维敏捷度和反应，更
有助于游戏的时间性，让幼儿玩得更有趣。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七

1.学会与同伴拉成圆圈朝一个方向边唱边走，并在歌曲的'最
后一个小节立即停止不动。

2.大胆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快乐地游戏。

3.借助图谱记忆歌词、学习歌曲。

4.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音乐律动：五彩圈。



2.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做游戏吧。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小朋友们，我们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大
圆圈呀？让我们一起来开动小脑筋，注意你的圆不能破掉哦！

2.师：现在我们变成大圆圈啦，那怎样才能转起来呢？

3.教师小结：我们现在手拉手，身体向右转，右脚先往前走，
围城一个大圆圈。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师：宝贝们，你们听出这首歌里唱了什么？

2.教师引导全体幼儿跟着音乐做游戏。

3.教师引导幼儿在教师的歌声下，拉圆圈走，在歌曲最后一
小节迅速蹲下不动。

想出新的停止不动的动作继续游戏。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除了“蹲下”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动
作也能停止不动？

2.教师根据幼儿提出的动作进行练习。如：叉腰、站好、举
手、拥抱等。

3.教师选用某个新动作，引导幼儿完整地玩游戏。

《拉个圆圈走走》是一个集体游戏，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好。
首先通过讨论引导幼儿围成一个圆圈，并学习朝一个方向走。
在这个部分中有一个难点，有的幼儿分不清方向，所以在游
戏中，有些小朋友和别人的方向相反，总是会撞起来。需要
教师用手势引导。尽管如此，还是很难做到全部方向一致，
如果在活动前在他们的右手上都贴一个标记，这样更利于幼



儿的辨别。整首歌曲演唱比较容易，幼儿学习的很快，并能
根据歌曲内容做动作。但在创编环节幼儿的思维有点局限，
想出的都是模仿动物的样子，具体的动作表现的不明显。

小百科：圆圈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g.w.f.黑格尔使用的概
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并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
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音乐拉个圆圈走走的教案篇八

1、学做《拉个圆圈走走》的音乐游戏，能拉着同伴的手围城
圆圈，按逆时针方向走，并能随歌词内容的变化而改变动作。

2、乐意随着音乐边唱边游戏，体验与同伴、老师一起游戏的
快乐。

1、活动前组织幼儿欣赏歌曲《拉个圆圈走走》，让幼儿熟悉
歌词内容和歌曲旋律。

2、活动前请幼儿练习拉住同伴的手围成一个大圆圈。

3、录音机一只，磁带。

4、活动前请3~5位小班幼儿学会做该游戏。

活动重难点：学做《拉个圆圈走走》的音乐游戏，能拉着同
伴的手围城圆圈，按逆时针方向走，并能随歌词内容的变化
而改变动作。

一、欣赏歌曲《拉个圆圈走走》一遍。

二、告诉幼儿：这首好听的歌，还能做游戏呢。请幼儿观看
小班小朋友做游戏1~2遍。



三、教师和全体幼儿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随着音乐开展
游戏，游戏时鼓励幼儿跟唱歌曲。

在这次活动中主要是以游戏的形式开展的，所以幼儿的参与
性相当高，在活动中，幼儿表现的很积极，通过本次活动使
幼儿在倾听音乐的同时感受了音乐节奏的快慢，从中激发了
幼儿演唱歌曲的欲望，同时也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使幼儿
在欢乐愉悦的气氛中参与游戏。

在活动中发现幼儿在学唱歌曲上有明显的进步，基本幼儿园
都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学唱，在游戏过程中幼儿都乐意也老师
一起游戏，因此在歌曲原有的基础上，我又创编了各种动作
使幼儿的兴趣增加。

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不能一直手拉手
的游戏，总是有幼儿把手断开来，从中会导致游戏的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