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歌表演总结(汇总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幼儿园歌表演总结篇一

我校昨天举行了庆祝20xx年元旦的文艺演出，庆祝活动在全
校教师的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歌曲声中拉开了序幕，师生
们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元旦庆祝活动。

文艺演出有大合唱，舞蹈，小品，独唱，表演唱，诗朗诵等，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或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或展
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或憧憬美好未来的幸福前景，向观众
展现了学校师生的精神风貌，展示了学校的勃勃生机和美好
未来。

在演出中，参演人员热情激昂，在气温只有3度的情况下，个
个不怕寒冷，穿着单薄的演出服装精神抖擞，笑容灿烂，看
全体教师上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下穿黑色裤子，精神焕
发的在台上放声歌唱伟大的祖国，小学生穿着节日的盛装，
放开他那稚嫩的喉咙用表演唱的形式，表示着对知识的渴望，
表达着对教师的感激，大一点的学生用舞蹈来赞美现代生活
的优越性和多样性，初中的学生用诗朗诵的形式回顾20xx年
的收获，展望20xx年的丰收，年轻的女教师的`舞蹈可算是这
场演出的压轴戏，她们展示的是教师阳光的青春，无私的奉
献。这种热情就像费翔歌曲中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了这
个冬天，燃烧了整个校园，也燃烧了全校师生的颂国之情、
报国之心。



希望全校师生在20xx年有很大的收获，教师收获桃李满天下
的成果，学生收获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成绩。

幼儿园歌表演总结篇二

甲（1）、乙（2）、丙（3）、丁（4）四位同学互助主持

12（合）：恭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授，

3：亲爱的小朋友们，

4：亲爱的大朋友们。

1234（合）：你们好！

1：暖和的阳光，

2：诱人的花香，

3：高兴的笑脸，

4：激昂的胸膛

4：连小草都在高兴地称赞，

3：轻轻地，摒住呼吸，

2：每一颗澎湃的心啊

1：激昂地要跳出胸膛，

12：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

34：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到了



1是那么高兴，6我的六一

2是那么健忘，6我的六一，

3是那么快乐，6我的六一，

4是那么激昂，6我的六一，

4:在我们欢度节日的时候，

4:在我们开新园，求成长、两园并进的时候，

4:在我们欢聚一堂的时候，

1:我们欢迎彩田野的招开，

2:我们欢迎国际六一儿童节，

3:我们欢迎小朋友的每个进步，

4:我们欢迎新的机会和挑衅。

2:走进百花圃，你会发觉：

3:这里，是小朋友的乐土，

4:这里，以小朋友的长处为优先，

1:这里，为了小朋友的高兴、健康、成长。

2:请观赏：......

1我们的.故国真大，

2到处怒放英俊的鲜花。



3都说新疆好处所，

4天山南北好牧场。

1请观赏.....

3本日，小班的弟弟mm们也为我们带来了节目，

4他们是勤奋的小蚂蚁，每天糊口生涯在一路，

3不怕风吹和雨打，联合起来气力大。

4请观赏。。。。

3是您，亲爱的教授，伴随我们每一天，

4是您，亲爱的教授，用爱润泽我们内心，

3忆当初，哭哭啼啼来园时，是教授的手把我牵。

4暖和的大手，柔嫩的小手，我们蜜意地手牵脱手。

3请观赏。。。。。

（结束语：

1：每个高兴的节日

2：都是您伴随我们走过，

3：一路春风化雨，

4：一路笑语欢歌。

1：亲爱的教授，在我们的节日里，



2：您——辛苦了。

3请观赏教授为我们表演的跳舞《芳华活力热舞》

1：让韶光停驻，我们另有千言万语要倾诉，

4：让韶光停驻，我们是那样恋恋不舍，

2：亲爱的爸爸妈妈，

3：亲爱的教授、亲爱的伙伴，

1感谢您，伴随我们的高兴童年，

2：感谢您，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奋动，

3：感谢您，与我们互助庆贺节日，

1234：xx幼儿园（小学）庆贺六一xxxxxxxx表演(活动）到此
结束。

-----------感谢！

幼儿园歌表演总结篇三

1、通过反复感受，使幼儿知道名称，理解内容，对表演有一
个完整良好的印象，引起学习的兴趣和愿望。

2、掌握各角色的对话及动作。

3、知道各角色的出场顺序，能集体分大组表演。

4、培养幼儿看表演的好习惯。

5、能在语言、动作、表情等方面大胆地表现角色的性格特征。



1、布置游戏场景，小熊、小猫、小狗、小鸡、狐狸的头饰。

2、活动前让幼儿了解故事内容、及排练好《小熊请客》的表
演。

《小熊请客》

第一次：表演游戏《常规培养》

活动过程：

1、常规培养。

2、让幼儿回忆上学期学习的表演游戏，并请个别能力强的幼
儿讲一讲内容。

3、结合视频，让幼儿复习巩固上学期的表演游戏知识。

第二次：表演游戏《小熊请客》

活动过程：

一、出示字卡“小熊请客”进行认读，引起幼儿活动的兴趣。

二、第一遍观看表演，并提问。

1、提醒幼儿看时要做文明的观众。

2、刚才表演的叫什么？

3、小熊请了谁到它家做客？

三、第二遍观看表演。

1、表演中讲了一件什么事呢？



2、各种小动物都是怎么说的？（引导幼儿说说各只动物的对
话）

四、第三次观看表演，并学习角色间的对话及动作。

1、当小动物们来小熊家时，它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鼓励幼儿用动作、语言表现各种动物。

2、当狐狸来时，小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请全体幼儿一起学习小熊的语言和动作。

五、幼儿分大组表演，教师指导。

1、提醒扮演小动物们的幼儿按照顺序出场。

2、鼓励能力弱的孩子大胆表现各角色。

第三次：表演游戏《小熊请客》

活动过程：

一、引起回忆，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师：上次，我们看了什么表演？《小熊请客》，今天我们一
起来表演好吗？

二、回忆上次游戏时出现的情况。

1、个别角色的扮演者未能按顺序出场。

2、表演时不够大胆，各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的不够突出。

三、学习用各种手段表现角色的性格特征。



1、音色、语调

（1）、小熊：声音粗、憨厚、速度慢、声音低。

（2）、狐狸：声音尖、圆滑、骗人的语调。

2、动作

（1）、小动物们高兴、害怕、紧张、胜利的动作。

（2）、狐狸的动作。

狡猾、眼珠转、斜看人等动作。

四、提出本次活动的要求。

1、运用多种手法表现各种角色的性格特征。

2、能和同伴合作、协商分小组进行表演。

3、爱护游戏材料，不影响同伴。

五、幼儿分小组游戏，教师指导。

1、重点引导幼儿在语气、声调上表现角色的特征。

2、提醒已表演完的幼儿交换头饰再次表演。

六、评价及小结。

第四次：表演游戏《小熊请客》

活动过程：

一、回忆上次中的不足，提出本次活动要求：



1、能大胆地创编故事情节。

2、学习较客观的评价自己或同伴的游戏情况。

3、继续培养幼儿等待得意识。

二、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1、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布置游戏场景。

2、鼓励幼儿大胆表现创编故事情节。

3、提醒游戏保护游戏材料。

三、游戏结束，并评价。

这次游戏，流动表演的幼儿交往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能主
动的参与游戏，在表演中能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动作来表现
不同的角色。表演的经验进一步的丰富。幼儿在游戏中一次
比一次玩得更有经验，他们能大胆的通过协商进行分组表演，
而且合作的也比较愉快，利用辅助材料创设游戏环境时有个
别幼儿还具有一定创造性，如：会利用瓶罐当作礼物。

幼儿园歌表演总结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角色模仿，提高幼儿的表现欲望。2、乐意参与活动，
体验游戏的快乐。活动准备：手工区：头箍，卡纸，蜡笔，
橡皮泥;小商店：新到的一些服装和面具等，表演区：先布置
一个表演区“星光舞台”，评委席、观众席，演员的一些动
物水果角色头饰，及角色道具等。

活动过程：



一、集体活动。

1、教师：你们喜欢表演节目吗?谁来说说你喜欢表演什么角
色?

2、这些角色你可以怎么去表现呢?我们可以怎么去表演?

二、交待区域操作要求。

美工区：小朋友可以在美工区用硬纸板剪贴等制作各种各样
的头饰、面具，用塑料袋、彩纸制作演出的服装，看看谁有
最多的方法制作各种各样的角色的道具。

小商店：今天小商店里有新到的一些服装和面具等，小朋友
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买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后和爸爸妈
妈一起去表演。

表演区：小朋友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去准备一些表演的节目，
主持人要先准备好节目单，其他演员要准备好道具，依次表
演，做评委的要给每个节目打分，观众要给大家鼓掌，做文
明观众。

三、小朋友自主选择区角进行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
儿不争抢用具，用完后要学会自己收拾整理好，自己能做的
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四、结束活动。

教师小结游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扬在游戏中认真、有创
新和收拾用具收拾的好的小朋友。

幼儿表演创新活动方案



幼儿园歌表演总结篇五

目标：

1、尝试借助音乐区音频、视频资源自主排练“六一”节目。

2、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愿意接纳同伴的建议。

准备：

1、将“六一”节所表演节目的视频、音频资料制作成便于幼
儿单独点击播放的链接，添加到ppt节目菜单中。

2、根据幼儿排练节目的需要制作队形图谱。

玩法说明：

教师带领幼儿集体商定2～3个“六一”节表演的节目，幼儿
自主报名参演节目，若报名参演的人数超出演出需要，则通
过才艺表演等进行竞选，全班幼儿参与投票，确定演员。最
终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一个表演节目。以节目为单位，将幼儿
分成2～3个表演组。各节目组插牌商定排练的时间，幼儿分
组轮流排练节目。

指导要点：

教师指导时要尽量退位，用问题引导幼儿寻找解决的方法，
或提供多种方法让幼儿选择，或提供已学过的视频、图谱等
支持幼儿自主学习，避免直接给出意见甚至发出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