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本课两个生字，学会七个生字，理解“童稚、聊
天”等词语的意思。

2．读课文，了解在课文中童年的作者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
又过着怎样的童年生活。

3．体会作者在回忆童年生活时饱含的情感，体会童年的大舞
台对冰心一生的重要影响。

4．从文中受到感染，做生活中的有心人，留意身边的人和事，
既注意观察，又用心思考。

5．联系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口语交际的相关练习。

教学重点：

了解冰心童年生活中的“大舞台”指的是什么，作者生活在
怎样的环境中，在这个童年的大舞台上生活的怎样。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在回忆童年生活时饱含的情感，体会童年的大舞台
对冰心一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准备：

课前搜集有关冰心的资料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前面，我们了解了冰心奶奶的许多作品，今天我们就再次走
进冰心，看看冰心奶奶在童年的舞台上是如何演绎的吧！齐
读课题。

二、朗读课文，检查预习。

1．检查生字，指名读一读，纠正字音。

花蕊、茸毛、古董、童稚、聊天、辽阔、

奔游、欢畅、莫名其妙、绘声绘色

（1）“老么古董花”是当地对白头翁花的称呼，读时要快些，
口语化些。

（2）“号”是多音字，读四声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纠正字音。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思考：冰心童年的“大舞台”指的是什么？

2．交流汇报。

冰心童年的“大舞台”指的是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
围的海边、山上。

四、课堂小结：

海上的风光和海上的人，吸引了冰心，使她成了个关不住的
孩子。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和冰心一起感受欢畅和
自由。

五、书写生字，重点指导：

稚：左右结构，“禾字旁”。

聊：写时要注意右半边“卯”字的写法，避免写的过于宽扁。

斤：可以和“斥”对比记忆

茸：不容易写端正，要注意最后一笔的写法。

第二课时

一、通读全文，了解冰心的童年生活

师：回忆作者童年生活中的“大舞台”到底指的是什么？

师：在这个“大舞台”上，冰心过着怎样的童年生活啊？

出示：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介绍了作者童年生活的哪几件
事？



引导学生用小标题的形式概括这几件事。（根据学生回答的
情况进行板书）

二、引读课文，感悟真情

1．是啊，作者的童年生活真是非富多彩，真让人羡慕----你
最喜欢哪种生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内容进行朗读，通过读
的方式，告诉大家你独特的感受。

谁愿意用读的方式告诉大家你读出的感受？

2．全班交流，创设情景，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读
出感受。

阅读二至七自然段时，教师应该让学生边读边勾画出能反映
童年的冰心的内心情感的句子，并谈自己的感受。

（1）喜欢到山上采摘野花。

体会冰心的快乐、自由。

（2）喜欢去海边看潮起潮落。

（播放大海潮起潮落的视频资料，感受大海的亲切与伟大。）

（3）喜欢听海军军营里休息的号声。

指导朗读（悲伤的、深情地）

（4）喜欢听水兵们讲故事。

播放水兵遇到大风浪的图像资料。

请同学们绘声绘色的讲水兵遇到大风浪时的情形。



（5）喜欢和打鱼人聊天。

朗读这一段。（惊奇的、赞叹的）

师：山上的野花，海上的风光，海上的人，吸引着冰心，使
她成了一个关不住的孩子。所以，童年的生活给她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到了晚年，她是怎样回忆这段往事的？在课文里
找出这个内容，并读一读。

提问：当你读这段时，你能体会出作者怎样的感情？

小结：那就让作者童年美好的生活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
里！让我们怀着留恋的心情齐读最后一段课文。

四、课外延伸，总结全文

联系课文想一想，哪些感受是你和作者一样的，哪些经历是
作者没有过的。

师：同学们，想把自己的童年往事写下来告诉冰心奶奶吗？
（日记）

由谈话内容引入本课的主题“大舞台”，自然亲切，便将学
生带进课文

从提问入手，让学生通读课文，明确“大舞台”的意思。

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读自己喜欢的内容，培养学生创造性阅读
的能力和独特的感受，并对学生进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

这样设计是想打通阅读与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对自己的生活
进行有意识的观察，并进行思考，有所体验，有所发现，提
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篇二

活动要求：

1、在舞台上用歌唱、舞蹈、节奏乐器演奏等多种形式大胆表
现

2、培养幼儿的表演欲望和自信心，培养做文明观众意识。

3、幼儿自由结组，合作表演。

活动准备：

1、舞台表演的场景布置：房子、树、小花小草、气球、彩色
灯笼等。

2、幼儿表演用的演出的衣服、少数民族的服装，道具(各种
打击乐器、红绸带、头饰、钢琴)若干。

3、幼儿表演用用到的磁带录音（圆圈舞、好朋友、我爱天安
门、藏族舞曲兔子舞曲等）。

4、事先排练好的两位小主持人。

重难点：

重点：通过丰富的.形式激发幼儿的表演欲望和同伴合作的精
神。

难点：幼儿能在舞台上用自然的表情、语气语调、动作大胆
表演。并会初步评价节目。

活动过程：

二、装扮准备：请你和好朋友一起商量自己表演的节目，穿



什么服装最漂亮，带什么样的头饰最合适，让我们一起打扮
起来吧！

三、观看演出：

主持人：今天的大舞台真热闹，小朋友们真快乐，今天我们
在一起，唱歌、跳舞哈哈笑。

（节目开始表演，每个节目由主持人报幕。）

四、老师指导

1、节目“圆圈舞”后请小观众也来加入。

t：这么漂亮的舞蹈，谁想来和小演员一起跳？

2、节目“我爱天安门”后请幼儿都来做游客，拿照相机为幼
儿拍照留念。

t：小朋友们，唱的真好，我们到北京去旅游，站在天安门前
摆一个好看的造型，我来为你们拍张照片吧！

3、节目“好朋友”后让幼儿自由结伴，找到好朋友，进
行“好朋友的”的音乐游戏。

t：我们也去找好朋友玩游戏怎么样？

4、节目“钢琴演奏”后请小观众来评价。

t：他弹的好听吗？你觉得怎么样？谁想来说说？

5、节目“兔子舞”请全体幼儿当小演员进行表演兔子舞。

t，看谁跳的最像小兔子、小鸭子、小企鹅？



附：节目单

1、节奏乐：大中国（大二）

2、舞蹈：圆圈舞（大一）

3、歌表演：我爱天安门（大三）

4、歌表演：好朋友（大五）

5、舞蹈：藏族舞（大四）

6、钢琴表演：蝴蝶花（大二）

7、韵律操表演：兔子舞（全体）

活动反思体会：这次活动是开学以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
幼儿音乐的一个缩影，幼儿通过与同伴一起合作协商在舞台
上用歌唱、舞蹈、节奏乐器演奏等多种形式大胆表现，培养
了孩子们的自主意识，不同班级的幼儿在这种多样感受的活
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感受了不同的音乐作品，孩子们一直
高兴地用心的听、看、并情不自禁地跟着学唱，自觉地投入
到活动之中，在这种热闹的环境中，孩子之间产生了“爱祖
国”的情感，这正是这次活动的亮点。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篇三

要求：

1、在舞台上用歌唱、舞蹈、节奏乐器演奏等多种形式大胆表
现

2、培养幼儿的表演欲望和自信心，培养做文明观众意识。



3、幼儿自由结组，合作表演。

准备：

1、舞台表演的场景布置：房子、树、小花小草、气球、彩色
灯笼等。

2、幼儿表演用的。演出的衣服、少数民族的服装，道具（各
种打击乐器、红绸带、头饰、钢琴）若干。

3、幼儿表演用用到的磁带录音（圆圈舞、好朋友、我爱天安
门、藏族舞曲兔子舞曲等）。

4、事先排练好的两位小主持人。

重难点：

重点：通过丰富的形式激发幼儿的.表演欲望和同伴合作的精
神。

难点：幼儿能在舞台上用自然的表情、语气语调、动作大胆
表演。并会初步评价节目。

活动过程：

二、装扮准备：请你和好朋友一起商量自己表演的节目，穿
什么服装最漂亮，带什么样的头饰最合适，让我们一起打扮
起来吧！

三、观看演出：

主持人：

今天的大舞台真热闹，小朋友们真快乐，今天我们在一起，
唱歌、跳舞哈哈笑。



（节目开始表演，每个节目由主持人报幕。）

四、老师指导

1、节目“圆圈舞”后请小观众也来加入。

t：这么漂亮的舞蹈，谁想来和小演员一起跳？

2、节目“我爱天安门”后请幼儿都来做游客，拿照相机为幼
儿拍照留念。

t：小朋友们，唱的真好，我们到北京去旅游，站在天安门前
摆一个好看的造型，我来为你们拍张照片吧！

3、节目“好朋友”后让幼儿自由结伴，找到好朋友，进
行“好朋友的”的音乐游戏。

t：我们也去找好朋友玩游戏怎么样？

4、节目“钢琴演奏”后请小观众来评价。

t：他弹的好听吗？你觉得怎么样？谁想来说说？

5、节目“兔子舞”请全体幼儿当小演员进行表演兔子舞。

t，看谁跳的最像小兔子、小鸭子、小企鹅？

附：节目单

1、节奏乐：大中国（大二）

2、舞蹈：圆圈舞（大一）

3、歌表演：我爱天安门（大三）



4、歌表演：好朋友（大五）

5、舞蹈：藏族舞（大四）

6、钢琴表演：蝴蝶花（大二）

7、韵律操表演：兔子舞（全体）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感知二等分的概念，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2.探索图形、数量、液体的等分方法，会用自己的办法来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自己的意见。

活动准备：

1．课件。【幼儿园ppt课件制作】

2．纸、剪刀、透明杯子、有刻度的容器等。

活动过程：

一、分土地，尝试将图形二等分。

1．小兔、小猪要去农场工作，农场管理员大象伯伯给了它们
一整块长方形的土地。一起帮助它们将长方形土地二等分。

2．幼儿动手操作，将长方形分成相等的两份，并介绍方法。

3.提问：三角形、圆形、正方形可以分成相等的两份吗？幼



儿动手操作。

交流并小结：把一个完整的图形分成相等的两份，叫二等分。

二、分种子，感知数量二等分。

1．小兔和小猪想把大象伯伯运来的各种种子分成相等的两份，
可以怎样分呢？

2.幼儿自由选择种子操作，将8棵树苗6颗黄豆10粒花生米分
成相等的两份。

3.幼儿介绍自己的选择及等分方法。

交流并小结：把数量分成相等的两份，也叫二等分。

三、分水，探索将液体二等分。

2．幼儿自主探索，寻找水的二等分方法。

交流并小结：如果杯子相同，水的高度一样就是把水二等分
了。如果杯子有刻度，水的高度正好在相同刻度上就表示将
水二等分了。

四、活动延伸：以不同实物拓展二等分经验。

1．农场丰收了，小兔和小猪想把它们也进行二等分，请大家
想想办法。

2．幼儿交流介绍自己的等分办法。

3.我们带上调查表，到教室里去分一分，看谁把它们精确的`
分出二等分。



小舞台活动教案中班篇五

一、活动目标：

1、通过了解中国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传统
文化的感情，提高艺术修养。

2、了解中国戏曲的基本知识，鉴赏中国优秀戏曲。

3、引导学生对舞台艺术产生兴趣，培养学生高雅的艺术情趣。

4、以了解中国戏曲为中心，培养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

二、活动准备：1、制定活动计划；2、师生收集相关资料；3、
教师制作教学课件；4、指导排演戏曲唱段。

三、活动安排：设计四课时，（一）指导搜集材料；（二）
戏曲知识漫谈（三）戏曲知识竞赛；（四）戏曲演唱比赛。
第一课时指导搜集材料一、布置活动安排：让学生明确整个
活动的目的、要求。二、指导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社会
调查等手段搜集有关中国戏曲的相关材料。三、学生分组，
选定负责人，制定活动计划，安排课外活动时间。

四、教师要参与指导好活动计划的制订，协调人员安排、落
实责任，指导搜集材料的具体方法：第二课时戏曲知识漫谈
本课时拟采用师生以佳宾访谈的形式进行。

介绍下列戏曲知识：

1、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2、几种较常见的戏曲种类（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

3、京剧（行当、脸谱、唱腔）；



4、戏曲名剧、名家等。

戏曲名段赏析

1、京剧《玉堂春》（苏三起解）；《铡美案》（包龙图打坐
在开封府）；

2、越剧《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黄梅戏《女驸马》（谁料皇榜中状元）；

4、豫剧《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等。

第三课时戏曲知识竞赛在前两课时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知识竞赛。竞赛分必答题和抢答题两类，基础分100分，
每答对一题加10分。根据答题成绩记活动得分。

附：竞赛题目一、小组必答题第一组：

1、与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合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
剧种是——（中国戏曲）

2、享有“中国戏曲之母”雅称的剧种是——昆剧（昆曲）

3、我国戏曲的角色分为哪四大行当？——（生、旦、净、丑）

4、发源于湖北，发展壮大于安徽庆安一带的戏曲剧种是——
（黄梅戏）

5、京剧“四大名旦”是指——（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
荀慧生）

第二组：

1、享有“东方歌剧”盛誉的中国剧种是——（京剧）



2、中国戏曲发展中“南戏”的形成是戏曲走向成熟的一个标
志，请问“南戏”产生于哪个年代？——（宋代）

3、中国戏曲表现生活的基本手法是——（虚拟——没有实物
的表演）

4、据统计，中国现有戏曲剧种大约是多少？——（360多种）

5、“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唱的是戏曲表演中的
一个什么特点？（脸谱）

第三组：

1、1790年，安徽的四大地方戏班先后进京献艺，获得空前成
功。后来他们兼收其他地方戏的精华，诞生了被称为“国
粹”的剧种是——（京剧）

2、戏曲表演艺术有哪些技术方法？（手、眼、身、法、步）

3、京剧有哪两种主要唱腔？（西皮、二黄）

4、“三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说的是戏曲表演中
成队的随从或兵卒在台上表现大场景的演出特点，这些演员
被称为——（龙套）

5、到了十三世纪的金代，表明说唱艺术在文学上和音乐上都
发展成熟的作品是——（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

第四组：

1、中国戏曲起源于哪几种艺术形式？（民间歌舞、说唱和滑
稽戏）

2、中国戏曲主要采用哪些艺术手段表现人物的？（唱、念、
做、打）



3、起源于浙江嵊州一带的剧种是——（越剧）

4、戏剧脸谱中的红色代表的是——（代表忠勇，含褒义）

5、古代的滑稽戏是从“优”发展而来的，在古代“优”是
指——（古代帝王贵族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职务）

选答题：

1、说唱对戏曲发展的影响主要有哪两个方面？（说唱文学对
剧本创作的影响，说唱音乐对戏曲唱腔的影响）

2、“参军”是曹操创建的一种官职的名称。魏晋南北朝多设置
“参军”一职，是一种相当县一级的重要幕僚。著名诗人陶
渊明和鲍照都做过“参军”。参军戏是唐代一种重要的戏剧
形式。它是继承古代的“优”的滑稽戏谑、巧言善辩的传统
发展而来的。表演发展到由两个角色，一个叫“参军”，一
个叫“苍鹘”，请问：表演中被戏弄的角色是——（参军）

3、元杂剧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大量的优秀剧目
（今存一百多种）和优秀剧作家，你能说出作家中最杰出的
是谁吗？（关汉卿，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一生写有60多
个剧本，现存18种，有很高的国际影响。）

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称赞“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
亦无愧色也”的中国古代戏曲作品是？a《西厢记》b《窦娥怨》c
《汉宫秋》b。

5、唐玄宗时大力鼓励戏剧，在宫中设立了“优伶”习艺班，
自己有时也参与演出，旧时代的戏曲界把他视为戏剧的祖师
爷，至今中国和日本都把戏剧界称为“梨园”。请问：把戏
剧界称为“梨园”是因为——a习艺班当时设置在梨园殿；b习
艺班周围种植着许多梨树；c唐玄宗给习艺班定的名称。



7、中国戏曲表演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角色归为若干行当。
“旦”角是女性角色，请说出“旦”角可分为哪几类？（三
种即可）正旦、花旦、武旦（刀马旦）、老旦、闺门旦、彩
旦等。

8、“生”和“净”都是扮演男性角色，请问在包公戏中，包
公这个角色属于“生”角还是“净”角？（净角）

10、下列对京剧唱腔的描述正确的是——ba西皮是一种较舒
缓、深沉的曲调；b西皮是一种比较明快、活泼的曲调；c西皮
唱腔适合表现忧郁、哀伤的情绪。

12、元杂剧一般分为四个大段落，称为四折。“折”基本上
相当于现代话剧的“场”或“幕”。描写发生在西湖边上，
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的戏曲剧目《白蛇传》，也是由四
折戏构成。请问下面哪一折戏不属于《白蛇传》？a《游湖借
伞》b《盗仙草》c《断桥》d《劈山救母》（d）

17、脸谱辨识题。说出画面上四个脸谱是哪四个戏曲人物。

18、视听题：看一段表演，说出是哪种戏曲剧种和曲目名称。

19、视听题：看一段表演，说出是哪种戏曲剧种、剧中人物
名称。

20、视听题：看一段表演，说出是哪种戏曲剧种和人物扮演
者的名字。第四课时戏曲演唱比赛学生自备伴奏带（光盘），
有条件的可自己准备服装、道具。在班内演唱自己喜爱的戏
曲唱段。最后评出最佳演员，表扬加活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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