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 小班音乐活动
音乐剧表演拔萝卜教案(汇总8篇)

辩论可以让人学会听取和尊重他人的观点，从而培养思维的
多元性和对多样性的包容心态。在辩论中，了解对手的观点
和论据是很重要的，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应对对方
的挑战。如果对这些辩论范文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我们
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或组织一场辩论小组讨论。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一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掌握歌词中人物出现的顺序。

2、乐意表演歌曲中角色的动作，感受一起表演的快乐。

活动准备：

故事相关ppt课件；伴奏音乐；人物头饰（老公公、老婆婆、
小姑娘、小狗、小花猫、小老鼠）；大萝卜抱枕。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活动前先老师先讲述一遍故事，帮助幼儿回顾故事内容，
唤起记忆）。

师：小朋友们，我们都听过《拔萝卜》这个故事。下面，老
师要考考大家，你记得《拔萝卜》里有谁去拔萝卜吗？（根
据幼儿回答，出示故事中人物图片）



师：老师要把这个故事，变成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仔细
听一下。

三、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分段清唱歌曲，帮助幼儿掌握歌词，幼儿跟唱。

（重点学习“哎哟哎哟”；老公公拔不动萝卜，叫老婆婆、
小姑娘、小狗、小花猫、小老鼠时是怎么唱的；打节奏读旁
白）

2、教师一边弹琴（或者播放伴奏），一边带领幼儿完整演唱
歌曲。

（这一环节可加上少许动作，给后面的表演环节作铺垫，也
避免重复唱的枯燥）

四、教师指导幼儿完整演唱歌曲并表演相应的动作。

1、师幼共同讨论、创编歌曲中人物的动作。

2、请个别小朋友上台，和老师共同表演《拔萝卜》的歌曲；
其他小朋友，在座位上边做动作边演唱歌曲。（此环节看时
间来定，时间充裕可多进行几组）

五、结束部分，迁入生活。

（引导互相帮助，小朋友之间也要这样……）

活动反思：

总的来说，本次活动选材欠妥，音乐《拔萝卜》虽然耳熟能
详，但是段落过多，人物的出场在歌词中要唱正确，对于小
班幼儿来说，难度太大。建议作为音乐欣赏来进行。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二

设计意图：

根据本班近段时间对故事的兴趣，我们班的小朋友最近很喜
欢复述故事的表演故事，于是我选择了《拔萝卜》来作为题
材，小朋友在对角色进行表演的同时，体会到人多力量大的
道理，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团结助人为快乐之本。

活动名称：拔萝卜

活动目标：

1、指导小朋友能复述故事内容。

2、会运用不同的声音，语调来表演故事中不同的角色。

3、使小朋友懂得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活动准备：

故事动画短片、人物磁铁、角色头饰多件。

活动过程：

一、情景体验

让幼儿把课室里的桌子进行移位，先请出一位小朋友搬，在
不能搬冻的情况下让同伴进行帮助，让幼儿体会多人力量大
的道理。

二、观看故事短片，引导幼儿观察短片里出现的人物、事情。

三、教师进行提问，引导幼儿巩固内容。



四、出示磁铁教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复述故事并进行提问
巩固内容情节：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你能按顺序进行排序
吗？（老公公、老婆婆、、小姑娘、小狗、小花猫、小老鼠）
在故事中这些人物是怎样出场的？（生动的表演出来）

五、内容小结：为什么老公公一个人不能拔动萝卜，要请来
那么多朋友帮忙呢？

六、叫个别小朋友讲故事。

七、让的小朋友进行表演故事，活动结束。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三

一、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进一步熟悉故事的情节。

2、学习、掌握故事角色的对话及角色表演动作。

3、学习在游戏中关心同伴，感受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1、老公公、老婆婆、小姑娘、小狗、小猫、老鼠的头饰，一
个大萝卜，简单布置一个场景。

2、故事录音磁带《拔萝卜》及故事图片。

3、熟悉故事情节及角色对话等。

三、活动指导：

1、欣赏故事《拔萝卜》，进一步熟悉故事内容。



2、幼儿学习故事中的各种角色的对话，并在老师的带领下学
习简单的表演动作。

3、请几个幼儿和老师一起表演故事“拔萝卜”，要求其他幼
儿要认真观看。

4、小结讲评游戏情况。

四、观察与反思：

孩子们对故事比较熟悉了，有三分之二的孩子能较好地掌握
故事的内容，对角色的对话，心琪、川皓、悠言、之若、圣
哲、梓滢等几个孩子掌握得比较熟练，有的孩子还说得不够
完整。孩子们都喜欢扮演小动物，不愿意扮演老婆婆，他们
在游戏时，缺乏表演动作，有的孩子对角色出场的顺序还不
熟悉，大部分孩子在游戏中都能遵守规则，当“观众”时，
能坐在座位上看别人表演，没有到处乱跑，当“演员”的孩
子也能记住自己所扮的角色，一个跟着一个在一旁等候。在
下周开展表演游戏中，要在角色动作方面多引导孩子，使孩
子能更生动、形象地进行游戏。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四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掌握歌词中人物出现的顺序。

2.乐意表演歌曲中角色的动作，感受一起表演的快乐。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活动前先听一遍磁带，帮助幼儿回顾故事内容，唤起记忆)。



师：小朋友们，我们都听过《拔萝卜》这个故事。下面，小
胡老师要考考大家，你记得《拔萝卜》里有谁去拔萝卜
了?(根据幼儿回答，出示故事中人物图片)

师：小胡老师要把这个故事，变成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
仔细听一下。

二、完整欣赏歌曲《拔萝卜》。

(教师跟着课前录好的伴奏完整演唱歌曲，并用多媒体播放
《拔萝卜》的故事图片，属于幼儿第一次完整欣赏)

提问：小朋友们，在歌曲里，老公公拔不动了，谁来帮助他
了?小婆婆呢?小姑娘……

(依次提问，教师将人物图片按顺序摆放，随后再完整清唱一
遍，方便幼儿听清楚歌词并校对人物顺序，属于第二次完整
欣赏)

三、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分段清唱歌曲，帮助幼儿掌握歌词，幼儿跟唱。

(重点学习“哎哟哎哟”;老公公拔不动萝卜，叫老婆婆、小
姑娘、小黄狗、小花猫、小老鼠时是怎么唱的;打节奏读旁
白)

2.教师一边弹琴(事先录好伴奏)，一边带领幼儿完整演唱歌
曲。

(这一环节可加上少许动作，给后面的表演环节作铺垫，也避
免重复唱的枯燥)

四、教师指导幼儿完整演唱歌曲并表演相应的动作。



1.师幼共同讨论、创编歌曲中人物的动作。

2.请个别小朋友上台，和老师共同表演《拔萝卜》的歌曲;其
他小朋友，在座位上边做动作边演唱歌曲。(此环节看时间来
定，时间充裕可多进行几组)

五、结束部分，迁入生活。

师：小朋友们今天表演得都很棒，活动后，我们可以在“娃
娃家”里，一起分角色表演《拔萝卜》。那小朋友们，老公
公他一个人刚开始拔不出萝卜，后面为什么能拔出来?(引导
互相帮助，小朋友之间也要这样……)

拔萝卜-儿童歌曲歌词

拔萝卜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不动

老太婆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拔萝卜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不动

小姑娘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拔萝卜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萝卜

嗨吆嗨吆拔不动

小花猫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五

1、熟悉歌曲旋律，初步学唱歌曲。

2、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歌曲内容。

3、让幼儿在愉快的音乐声中体验并享受音乐活动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活动准备

录音机、磁带、电钢琴;白胡子、白眉毛每人一套;拐杖一根。

活动过程

1、幼儿听音乐做韵律进活动室。

2、练声曲《唱歌》、《叫声》。

3、熟悉歌曲内容

教师范唱歌曲，请一名教师扮演老公公，幼儿边听边观看表



演。

4、理解歌词内容

(1)用问答的方式引导幼儿理解歌词。

(2)幼儿扮演老公公，按节奏学说歌词。

5、学唱歌曲

(1)让幼儿试着在音乐的伴奏下填词唱歌。

(2)引导幼儿用清晰的歌声表现风趣、可爱的老公公。

6、根据歌词表现动作

(1)鼓励幼儿大胆地运用身体动作、表情等表现老公公的形象。

(2)请一名幼儿扮演老公公，其他幼儿观看。

(3)男孩扮演老公公，女孩帮助男孩化装，“老公公”摔倒时，
女孩扶起“老公公”。

(4)教师、幼儿扮演“老公公”共同表演。

7、老公公在音乐声中自由散步走出活动室。

活动反思

此次音乐活动是创新的，给予孩子的是全新的体验，是值得
提倡的。因此，教师精心设计活动过程是音乐教学与否的关
键所在，只有教材的'处理和教学设计充满趣味性，这样才能
吸引孩子主动学习。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六

活动目标：

1.喜欢听故事，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懂得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2.熟悉故事情节，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用不同的声音和语调
来表演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学说短句：“***，快来帮我拔萝
卜”!

活动准备：

1.实物萝卜一个、老爷爷、老婆婆、小姑娘、小狗、小花猫、
小耗子的头饰。

2.多媒体课件，拔萝卜音乐。

活动过程：

(一)第一环节中，我应用了实物演示法，首先我出示萝卜来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出示萝卜)，然后通过提问的方法，请
幼儿说一说这是什么，猜一猜萝卜是谁种的。为下面活动的
开展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第二个环节中，我应用语言情境法生动的讲述故事请幼
儿欣赏，让幼儿简单的了解故事内容。在观看的过程中，培
养幼儿认真、安静倾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首先我向幼儿提出倾听要求“故事里都有谁?他们在干什
么?”让幼儿带着问题听故事。这

(三)第三个环节：理解故事，学习故事语言，这是本次活动
的重点。



1.首先我利用多媒体课件演示法帮助幼儿理解故事(播放课
件)，针对故事内容提出问题：“那么大一个萝卜老公公一个
人拔的动吗?那么老公公请谁帮忙?是怎么喊的?老婆婆又是怎
么说的?”请幼儿分别模仿老公公和老婆婆的声音和动作来喊，
要求幼儿模仿老公公与老婆婆两种不同度往下沉的声音，如
果幼儿表现力不够，可以让幼儿通过听录音比较后来把握。
用正确的语言，语调为幼儿做出示范在小班年龄段是必要的。

2.用同样的方式学习小姑娘、小狗、小猫、小老鼠的语气。
要求小姑娘说的欢快，响亮;小狗的声音顽皮些;小猫说的可
爱些;小老鼠的细声些。同样是以幼儿创设想象肢体动作和语
调为主，在想不出的情况下，我应用示范法，首先和小朋友
进行师幼对话，在教师的示范中让幼儿有个参照性，从而调
整自己对人物语言色彩的理解，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理解故事主题，也是本节活动的难点。

提出问题：“为什么老公公一个人拔不动萝卜?为什么老公公
请老婆婆，小姑娘、小狗、小猫、小老鼠后就拔的动了?“通
过问答的形式，让幼儿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幼儿对故事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提出问题：“平时老师看见地上
有许多积木没有整理，只有老师一个人整理不完，那怎么办
呢?”让幼儿知道可以请小朋友一起来整理，人多力量大一会
就整理好了。让幼儿在实际生活中理解故事，运用故事中道
理来理解生活。

(四)第四环节是通过故事表演，进一步体会人多力量大。

1.首先请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戴头饰分组表演故事(展
示头饰)。

2.然后，出示萝卜道具，瞧，我们班也长了个大萝卜，先请
一个小朋友来拔一拔，拔不动，所以邀请全班幼儿一起来帮
忙，从而进一步体现故事的欢乐性，将活动推到一个**。最



后在《拔萝卜》的音乐中结束活动。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七

活动目标：

学习双脚并拢行进跳，提高动作协调性。

乐意参与早锻炼，体验活动乐趣。

活动准备：

兔子头饰、萝卜、圈圈

活动过程：

一、玩圈

2、找个空地方玩玩吧。

3、集中幼儿展示，你用了什么好办法？

二、跳圈

1、我们也来把圈圈拼成一条小路吧，学习双脚并拢向前跳

3、请小朋友也来学学吧，找个椅子排好队，一个一个双脚并
拢向前跳吧

三、游戏：小兔拔萝卜

1、小朋友的本领学得真好，我们一起来玩小兔拔萝卜的游戏
吧，老师演兔妈妈，小朋友演兔宝宝（带头饰）

3、哎呀，萝卜不够多，再请小兔们双脚并拢前进跳搬两个萝



卜，再跑回家放入筐中吧，

4、满满一大筐了，我们回家吧！

小班音乐活动拔萝卜篇八

听懂并学说沪语童谣，体验说上海话的乐趣。

能认真倾听老师、同伴的讲话。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幼儿人手一份图片。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沪语)小朋友，你们好!

听到老师这样讲话，你们听得懂吗?老师说的是什么地方的话
呢?

对了，是上海话。你们会说上海话吗?

2．出示画面：一男一女。

看看他们是谁啊，上海话怎么说?(姆妈、阿姨；爸爸、爷叔、
娘舅……均可以)

这些东西用上海话怎么说?(鸡蛋，钞票，数字3)

3．出示画面：一老人。

他又是谁呢?上海话叫他什么呀?可以叫他老伯伯，也可以叫



他老公公。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老公公有趣的事情。

二、倾听理解

1．教师用上海方言念童谣，幼儿倾听。

2．听听找找第一句童谣。

出示画面，引导幼儿共同听听找找，听懂第一句童谣内容。

3．听听找找后几句童谣。

教师逐句念童谣，幼儿在人手一份的图片上圈画。

4．集体检验圈画的内容。

三、学学说说

1．根据圈画内容集体念童谣。

2．将弄堂里改变为城隍庙，幼儿再次念童谣。

接下来，更加有趣的事情要发生咯

3．幼儿集体念童谣，教师把沪语童谣逐句画成一位老公公。

师：是谁啊?有趣吗?你们也去试试吧。

附上海童谣

《老公公》

从前有个老公公，扪吾(方言：问我)



借了两只蛋，礼拜三(方言：星期三)

借礼拜四还，弄堂里厢(方言：里面)

兜一圈，买了一顶西瓜帽，用忒(方言：用掉)

钞票3块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