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模板8篇)
三年级教案的设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以下是一些精选的一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一

教案一般地有表格式、课堂实录式、普通文本式等。主要是
对教学目标、内容、环节进行备课。今天小编为大家编辑整
理了小班科学教案：好听的声音，更多教案请关注应届毕业
生考试网。

1、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乐于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2、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3、在为乐曲伴奏中，感受声音的轻响。

1、宝宝生活中声音的flash。

2、录音带： 大鼓和小鼓音乐

3、每人一只塑料小瓶，小盆4个，黄豆若干，三瓶软硬不同
的糖果，大鼓小鼓各一个(图片)。

1、听声音：(以宝宝早晨的生活背景)笑声——鸡鸣——盥
洗——汽车——问候(老师好)。引导幼儿说出笑声、动物的
叫声、听水声进行猜想、说出马路上的汽车声等。

你听!(播放宝宝笑声)这是什么声音啊?(笑声)谁的笑声啊，



大人的还是宝宝的笑声?你们猜对了，真棒!这是小宝宝在梦
里笑出声来啦。可是天亮了，妈妈要请一个小动物来叫醒这
个小宝宝，你猜猜是哪个小动物来叫醒宝宝的?(幼儿自由
猜)(播放公鸡叫声音，幼儿：大公鸡!)大公鸡怎么叫的?(喔
喔喔喔)那除了公鸡会叫宝宝起床，还有什么小动物也会叫
呢?(小狗，小猫等)小狗怎么叫的`?(幼儿模仿)会叫的动物有
很多很多，所以妈妈可以请许多小动物来叫小宝宝对吗?宝宝
被叫醒了，(播放洗手声音)咦!宝宝现在可能在干什么?(洗手、
小便、洗脸)洗完脸刷好牙吃完早饭，宝宝该上幼儿园了，你
听听宝宝坐的什么车去上学了?汽车在马路上会发出什么声音
啊?(嘀嘀嘀、嘟嘟嘟嘟)

1、让空瓶子发出声音宝宝来到幼儿园，老师要和宝宝一起玩
啦。在宝宝们的小椅子下面有一个瓶子，瓶子有声音吗?(没
有)你能让它发出声音吗?(幼儿讨论让瓶子发出声音的方法：
碰碰手、碰碰椅子、放东西到瓶子里等)

2、用瓶子装黄豆让它发出声音这里有许多豆子，小豆和瓶子
在一块能发出声音吗?请宝宝们装些黄豆进去，装完要将瓶盖
压压紧喔，不然黄豆宝宝会掉出来的。

3、(放录音)引导幼儿跟着音乐摇瓶子：用儿歌“你的小瓶子，
有声音吗?有有有”有节奏地引导幼儿感受音乐。

4、出示大鼓和小鼓图片，引导幼儿用瓶子摇出大鼓和小鼓的
声音，感受用力大小不同，发出的声音轻响不同;下面老师想
请宝宝们来模仿这两种东西的声音，是什么呀?(大鼓、小鼓)，
我们一起用嘴巴来模仿一下，下面我们用黄豆宝宝来模仿一
下把。(师幼一起唱)大鼓小鼓发出来的声音是怎样的啊?这次
我们再来听听清楚喔。(继续再一次)大鼓小鼓发出来的声音
是怎样的啊?(大鼓要用力大，小鼓用力小)5、探索装的多少
也影响瓶子发的响声。

老师这里有个空瓶子，看看老师装几颗黄豆进去(2颗)刚刚宝



宝们说力气用的大就是打鼓的声音，我来试一试喔，是大鼓
的声音吗?(不是，装的太少了)那我装多一点(装满)是大鼓的
声音吗?(不是，装的太满了)喔，那我倒掉一点，(剩半瓶的
时候摇一摇)这样是大鼓的声音了吗?原来太少声音小，太满
没声音，要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就是半瓶，这时候才会像大
鼓的声音喔，现在金老师想请宝宝们去看一看你的瓶子里装
了多少豆子，请宝宝们也装到不多不少的样子。老师看到宝
宝们的瓶子里都装了半瓶黄豆，我想你们的黄豆宝宝一定都
想来表演一下啦，我们开始啦。

三、幼儿通过尝一尝，咬一咬，区别糖果的软硬不同，知道
装硬糖果的瓶子摇起来会发出大鼓的声音，装软糖果的会发
出小鼓的声音。

老师还想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出示糖果)这个糖果如果放在
瓶子里你觉得哪个是大鼓的声音哪个是小鼓的声音?(幼儿猜)
这样吧，我们来尝一尝，怎么尝呢?请宝宝从这两个盘子里每
个盘子里都拿一颗糖放到嘴巴里用牙齿咬一咬，咬一咬你就
知道哪个是大鼓的声音哪个是小鼓的声音啦。(幼儿品尝且自
由说)现在告诉老师哪个是大鼓的声音哪个是小鼓的声音?请
宝宝们为自己喜欢吃的糖果伴唱吧。

四、活动延伸出示装棉花糖的瓶子，提出：棉花糖与软糖发
出的声音，谁更像大鼓、谁像小鼓?请幼儿回去尝一尝棉花糖，
听听到底是大鼓的声音还是小鼓的声音。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二

1、教师出示教学一体机，进入芝麻开门环节，让幼儿聆听。

（1）你能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吗？

（2）请你告诉我是用哪一种器官听到的？



2、教师出示发生玩具，请幼儿仔细听每种玩具发出的声音。

（1）玩具发出声音了吗？是什么样的声音？

（2）哪位小朋友能够模仿出它们发出的声音呢？

3、教师将玩具放入不透明的箱子里，请幼儿通过辨别声音说
出玩具的名字。

说说你是用什么来辨别玩具发出的声音的？

4、教师请幼儿思考和回忆生活中能发出声音的物品。

我们的小耳朵真厉害，请你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能够
发出声音。

5、教师带领幼儿探索环节，请幼儿认真仔细地聆听。

（1）请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们能模仿出来吗？

（2）原来我们守卫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你觉得这
些声音好听吗？

6、请幼儿欣赏故事《聪聪的耳朵》，初步感知耳朵的重要性，
了解保护耳朵的方法。

（1）耳朵可以帮助我们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可是有个叫
聪聪的小朋友居然不想要自己的耳朵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
是为什么吧！

（2）聪聪的耳朵为什么不见了？

（3）聪聪没了耳朵以后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4）经过这些事情后，聪聪怎样了？



（5）耳朵的作用这么大，怎样保护好我们的小耳朵呢？

不随便挖耳朵，不拿细小和尖利的东西放大耳朵里。声音太
大时，一定要捂住耳朵走开或者是张大嘴巴等等。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三

（一）、《学习》参考用书的选择：

活动内容一：谁的声音（p22）

提示点1——听，猜谁在唱歌（必选）

提示点2——玩“爸爸、奶奶、爷爷”来了的游戏（备选）

提示点1——分辨各种铃声（必选）

提示点2——儿歌“铃儿响叮当”（必选）

提示点3——听听学学家里的门铃（必选）

提示点4——音乐游戏“叮咚小门铃”（必选）

提示点5——家里的声音（必选）

提示点1——打击乐“大鼓”（备选）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四

活动中教师也可以添加一些小游戏，小小传话机或者打电话
等等，将幼儿分组，说悄悄话传话或者打电话，请幼儿依次
传话和模仿打电话，看看那一叙的幼儿又快又准确、模仿的
最像等等。本游戏可增加趣味性，让幼儿进一步感知小耳朵
的神奇作用。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五

小班幼儿不善于集中注意力“听讲”，本活动采取让幼儿自
己操作，自己探索，了解了声音轻重，在自由探索中发现声
音的轻重与装豆子多少的关系。充分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
整个活动运用各种感官，听一听，做一做，而对于科学活动，
幼儿操作是很关键的一环节，如何收放自如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幼儿的操作一定会有个体差异，所以势必会产生幼儿操
作的时间差（第一个完成的幼儿和最后完成的幼儿）那么对
于动作快的幼儿教师在操作前一定要提清楚要求，让他知道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不是无所事事。

小百科：声音作为一种波，频率在20hz~20khz之间的声音是
可以被人耳识别的。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六

1、辨别几种不同的声音，知道不同的物体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2、初步了解同种物体，由于数量的多少，发出的声音也不同。

3、初步尝试用不同声音的套桶为乐曲伴奏。

4、培养幼儿的操作兴趣。

5、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6、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七

1、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乐于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2、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3、在乐曲伴奏中，感受声音的轻重。

1、宝宝生活中声音的flash。

2、录音带：《大猫小猫》、《摸耳朵》音乐。

3、每人一只塑料小瓶，小盆4个，玉米粒若干，三瓶软硬不
同的糖果（水果糖、qq糖、棉花糖）、湿巾、小盘子2个。

一、开始部分，做律动，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和幼儿随音乐《摸耳朵》做动作，提问：耳朵有什么用
途？你的小耳朵灵敏吗？听一听，试一试。

二、基本部分

1、辨别生活中的声音。

听声音：（以宝宝早晨的生活为背景）笑声——鸡鸣——盥
洗——汽车—幼儿园，引导幼儿说出笑声、动物的叫声、听
水声进行猜想、说出马路上的汽车声等。

2、让小瓶发出声音。先让空瓶子发出声音

师：宝宝来到幼儿园，老师要和宝宝一起玩啦。这里有一个
瓶子，你能让它发出声音吗？（幼儿每人取一小瓶子，探索
用各种办法让它发出声音）。（手、凳子、桌子、地面等）
教师小结：原来瓶子无论碰到什么都会有声音的。

3、用瓶子装玉米粒让它发出声音

师：这里有许多玉米粒，玉米粒和瓶子在一块能发出声音吗？
（会）教师示范装豆过程并讲明操作要求。



4、（放录音）引导幼儿跟着音乐摇瓶子：用儿歌“你的小瓶
子，有声音吗？有有有”有节奏地引导幼儿感受音乐。

5、出示大猫和小猫图片，引导幼儿用瓶子摇出大猫和小猫的
声音，感受用力大小不同，发出的声音轻重不同；装的.多少
也影响瓶子发的声响（太少声音小，装满没声音，感受事物
的相对性）

师：我们来听听大猫和小猫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原来大
猫的声音力气用得大，小猫的声音力气用得小。放得太多放
得太少都不能发出大鼓的声音。

三、结束部分。

让我们到外边去听一听什么是大猫的声音，什么是小猫的声
音。

好听的声音小班教案科学篇八

1、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2、在玩玩、摇摇瓶子过程中，发现声音的轻响

3、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乐于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活动准备

1、幼儿生活中的声音音频

2、每人一只塑料小瓶，小盆4个，黄豆若干

活动过程

一、生活中的声音



听声音（以幼儿早晨的生活背景）笑声――鸡鸣――盥
洗――汽车――问候（老师好）引导幼儿说出笑声、动物的
叫声、听水声进行猜想、说出马路上的汽车声等。

二、让空瓶子发出声音

（教师事先准备3个瓶子：空瓶子、装有少量黄豆的瓶子，装
满黄豆的瓶子）

1、师：看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出示
空瓶子）看看你们的桌子上面，把瓶子拿起来玩玩，瓶子有
声音吗？（没有）怎样让它发出声音呢？（幼儿讨论让瓶子
发出声音的方法：碰碰手、碰碰椅子、放东西到瓶子里等。
老师有一种办法和你们不一样，我摇摇瓶子就会有声音，
（出示装有少量黄豆的瓶子摇一摇）问，你的瓶子也摇一摇
有声音吗？启发幼儿瓶子是因为装了东西而发出的声音（教
师倒出黄豆证实）。

小结：瓶子碰碰某个地方就能发出声音。

2、用瓶子装豆让它发出声音，请个别幼儿示范操作，教师指
导。

3、幼儿集体操作装黄豆

瓶子有声音了吗？我们的瓶子发出来的声音一样吗？（不一
样：一个响声大一个响声小）怎么回事？幼儿讨论发表自己
的见解。

小结：用力大小不同，发出的声音轻响不同装的多少也影响
瓶子发的声响（太少声音小，装满没声音，感受事物的相对
性）

三、游戏《大鼓和小鼓》



师：知道了瓶子的这个秘密，我们一起来表演大大的声音和
小小的声音好吗？（伴奏：我是一只大鼓，我的声音很大，
咚咚咚我是一只小鼓，我的声音很小，咚咚咚可进行两次）
大鼓的声音用黄豆多的瓶子用力摇，小鼓的声音用黄豆少的
瓶子轻轻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