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饼干制作活动总结 小班音乐活动小
熊的饼干店(汇总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饼干制作活动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1、乐意操作材料，体验分类的乐趣。

2、巩固认识三角形、正方形、圆形，并学习区分黄色和绿色。

3、能按形状和颜色对物体进行一维的二次分类。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认识三角形、正方形、圆形，会辨别黄色和绿
色。

2、环境准备：黄色和绿色的三角形、正方形、圆形卡片若干；
简易货架3个；小熊、小白兔、小猴子的毛绒玩具各一个。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创设小熊邀请小朋友到自己的饼干店参观这一情景导入活动。



二、认识图形和颜色：

1、通过比较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的基本特征来认识形状，
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分辨黄色和绿色。

2、幼儿从凳子下取出事先放置好的“饼干”，用刚刚学到的
本领观察手中的3块“饼干”。

3、通过与小熊一起玩“听口令做动作”的游戏，巩固对形状
和颜色的认识，并初步检验幼儿对形状和颜色的掌握情况。

三、摆一摆：

1、让幼儿对手中“饼干”按照形状进行一维的第一次分类。

2、引导幼儿在第一次分类的基础上，根据颜色进行二次分类。

3、让幼儿对摆放的“饼干”进行检查和纠错。

4、教师：不单可以只按形状分类，还可以按照形状和颜色两
个维度来分。

饼干制作活动总结篇二

本站：文章开头生动具体，让人爱莫能助释手卷，通过精彩
的描写为我们讲述了一次生动的活动课，下面我们一起看看
这篇《挤眉弄眼吃饼干》。

学校今天开展了一次活动课，那场面简直精彩纷呈啊!

活动开始前，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活动有个又好听又有趣的名
字，叫做“挤眉弄眼吃饼干”。我们先分出a、b两队，又取了
两个好笑的名字——吃货队、渣子队。我那么帅当然是“吃
货队”的一员了。



第一轮比赛开始了，我们派出了实力战将陈勇智，对方也派
出了一位选手。陈勇智果然是智勇双全。只见他仰面抬头，
把饼干放在眉头上，用眉毛挤住饼干，五官一抖，往下一送，
饼干成功地到了鼻梁上面。可就在这时，饼干重心失衡稍滑
了一下，他急忙嘴一斜，脸颊一动，接住了饼干，饼干稳稳
的贴在了腮帮上，离嘴可是“一舌之遥”了，这一时刻真是
惊心动魄呀!但他丝毫没有放松，继续完成艰巨的“任务”。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是饼干在他腮帮像是粘住了似
的，任他的五官怎样扭曲，就是竟然纹丝不动。在这紧急关
头，只见他抬起头，双脚合拢，小心翼翼地开始向上跳，还
没跳几下，饼干就进了他的“虎口”里。果真是百变小智勇
啊!可再看看对面的“敌人”，他的饼干早已掉到地上粉身碎
骨了。

第一次的成功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接下来轮到我上场了，我
故意一跳让饼干滑到脸上，因为我有秘密武器——长舌头。
可它就是不听话，只是留在我的鼻梁上，我不敢有大动作，
生怕一不小心掉下来。我没有办法，只好改变策略。我伸出
舌头，缓慢抬头，饼干像滑滑梯般，正好，被我的舌头稳稳
接住，落入了我的“血盆大口”里。真是有惊无险啊!

之后经过第二、三轮的比拼，我们表现的依然精彩，而渣子
队像中了魔咒一般接连失败。最终我们以5:0的优异成绩胜出。
看来，还是“吃货”厉害啊!

看到这儿，我猜你肯定也想玩了吧!快来加入我们吧!

饼干制作活动总结篇三

活动目标：

1、在正确感知图形的基础上，学习按图形的某一特征（形状、
颜色）进行分类。



2、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学习说：“我把×形×色
送给你吃”。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4、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并感受集体活
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几何图形片若干、食物饼干、小碗和幼儿人数相等、盘子6个、
小动物头饰6个、3个有标记的`箩筐。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给饼干按形状分类。

师：宝宝们，今天兔妈妈开了一家饼干店，我们一起去看看
吧。

师：总结：宝宝观察的真仔细，兔**的饼干店里，有红的、
有绿的、有圆的、有方的、还有三角形的饼干。

2、师：兔妈妈店里的饼干真多呀！我们一起来把这写饼干分
一分吧。怎么分呢？（幼儿讨论）好，我们一起回座位想个
办法吧。

二、认识形状标记按形状分类。

师：宝宝看！这是兔妈妈准备的箩筐，这个箩筐是谁的家呢？
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形状标记，启发幼儿想一想：这是什么
标记呢？（带领幼儿读一读标记的名称）那么这个箩筐里放
什么样的饼干呢？谁来放放看。提醒宝宝边送边说：×形饼
干，我送你回×形的家。（依次出示三个箩筐，放完后师幼
集体检查）



三、引导幼儿根据动物的嘴巴颜色形状喂饼干。

师：宝宝真聪明把饼干都整理好了，饼干店开业了谁来尝尝
好吃的饼干哎，宝宝看谁来了？小猫喜欢吃什么样的饼干呢？
（引导宝宝观察小猫的嘴巴）对呀！小猫喜欢吃圆形的绿饼
干。

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小动物，兔妈妈忙不过来了，谁愿
意来帮助兔的？（幼儿集体喂）饼干喂完了，我们一起来看
看宝宝喂的对不对。

师：小动物们都吃饱了，他们高高兴兴回家了。（放进箩筐
里）

四、品尝活动

宝宝真能干，兔妈妈为也感谢宝宝还给宝宝准备了奖品呢，
这些奖品在这个箱子里，猜猜看会是什么奖品呢？（请一个
宝宝上来看看箱子）师：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饼干呢？好！
我们一起去洗干净小手来吃饼干。

教学反思：

幼儿是学习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条件让幼儿愉快地
参与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操作探索能力，更让幼儿获得
了学习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活动过程中教师为
幼儿充分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幼
儿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手操作，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方式，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
以“游戏”贯穿活动过程，让幼儿在玩中获得知识，习得经
验，真正体现玩中学，学中乐。



饼干制作活动总结篇四

活动目标：

1.倾听音乐，用笨拙与欢快的动作表现aba结构，学习听间奏。

2.让幼儿创编动作自由的表现小熊跳舞的形象并体验游戏的
快乐。

3.学习自己找空间地方活动，不和他人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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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图谱一幅;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1.引子，激发幼儿兴趣。

熊妈妈有两个熊宝宝，一个叫熊大大，一个叫熊小小。大大
长得很胖，走起路来很慢，活动起来不太方便。小小很瘦，
很可爱很活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跟着音乐跳舞，
听音乐响起来啦!它们要跟着跳舞啦!

2.倾听音乐，按照音乐节奏指挂图。指图谱提问。

提问：告诉我这是谁在跳舞？（大大）为什么？（因为音乐
速度缓慢，听起来很笨拙。）

提问：这是谁在跳舞？（小小）为什么？



提问：现在又是谁在跳舞？（大大）

小结：熊大大跳了两遍舞，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点胖，活动不
太方便，想多活动要和小小一样灵活。小小跳了一遍舞。

3.分段听音乐，布置听音乐任务。

（1）听音乐a段。布置听音乐任务：大大和小小跳舞时的音
乐一样吗？大大跳舞时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慢、重不欢快）

（2）听音乐b段。布置听音乐任务：小小跳舞时的音乐是什
么样的？（欢快、让小朋友听了也想跳舞）

（3）用一个动作表示间奏是在休息。

（4）听音乐a段。布置听音乐任务：大大跳了两遍舞，跳两
遍舞时的音乐一样吗？（一样）

小结：大大跳了两遍舞，而且音乐是一样的。音乐很慢、重
不欢快。小小跳了一遍音乐欢快、活泼。

4.创编动作。想象一下熊大大跳舞时是什么样的`。熊小小跳
舞是什么样的。

5.分角色游戏。

活动反思：

根据我们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的动作模仿能力很强，
但是语言发展能力不强，对歌曲的理解能力更加谈不上。于
是我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想让幼儿倾听优美的音乐，并看
老师的操作表演从而熟悉音乐，理解歌曲内容。



饼干制作活动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音乐，幼儿能用相应的动作表示出来。

2、参与活动，体现活动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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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5、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活动准备：

1、磁带、录音机

2、蜜蜂和小熊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引题

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小客人，听听，它是谁？（放蜜蜂音乐）

（二）认识，了解，表现乐曲

1、熟悉乐曲：

（1）小朋友，你认识它是谁吗？（蜜蜂）

（2）那谁来学学小蜜蜂是怎样飞的，（请幼儿做动作）

2、了解表现乐曲



（1）小蜜蜂有一对翅膀，幼儿老师一起来学学小蜜蜂。

（2）小手放在腰上，一前一后动一动，小脚尖踮起来，轻轻
地飞。（教师和幼儿听音乐做蜜蜂动作）

3、用相同的方法认识小熊音乐

（1）小朋友，看这是谁啊？（小熊）

（2）小熊今天也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来听一听，你们
也可以用动作跳出来，这样小熊就能看见小朋友是在和它作
朋友。

（3）小熊走起路来是慢慢地走（笨重地走）。

（三）区分两段音乐的不同形象

小朋友，来我们一起听音乐，来和小蜜蜂、小熊跳舞。听到
蜜蜂的音乐我们就一起来学小蜜蜂飞，听到小熊的音乐我们
就跳小熊的舞。

（四）结束

听音乐做相应的动作，学做小蜜蜂和小熊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主要是老师通过情景表演，帮助幼儿熟悉歌词，学
唱歌曲，并能在大家面前用轻快的声音来演唱歌曲。

由于是以情景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加上这首歌曲歌词简单，
旋律朗朗上口，孩子们很快的就掌握了歌曲的内容，整个活
动一气呵成，环节衔接顺畅，活动气氛非常活跃，达到老师
预设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