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教案设计 小班音乐教案设计意
图(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音乐教案设计篇一

食具交响曲（走廊)：

分三部分

1.动物餐碟交响（让幼儿既可以感受各种餐具碟子发出的声
响，又可以用眼睛看到墙上各种动物，认识动物，并说说动
物的名称。）

2.厨房小瓶交响（让幼儿既可以用手去摇一摇，感受各种不
同的豆类装在小瓶子里响声，并感受它们的多与少在小瓶里
的区别，认识豆类食物，并说说它们的各自的名称。）3.长
短不同搅拌条和做竹筒饭用的竹子交响（让幼生感受用三种
不同材质不绣钢、塑胶、木质在长短不同的塑胶管，竹筒上
敲一敲。感受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音色。并认识音乐中
的1234567这些数字意思）班标设计：

班标：（图：大海、太阳、大拇指）

数学区:一目了然，让幼儿认识图上的数字，并说出与图相对
应的图片名称。绘本天地

阅读区:如图一样，让幼儿看图说话。（小动物们在做什么？）
建筑天地



建构区: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忙碌着分不同形状的物品进行着搭
建着。娃娃家小天地

我爱幼儿园——认识幼儿园——我的伙伴——我们一起玩游
戏 光碟主题做的龙的传人，我们在自己的幼儿园里生活图照。

音乐教案设计篇二

一、活动目标

1、能随乐曲的节拍做手腕转动的动作。

2、能用表情和动作表现出摘果子的愉快心情。

3、通过摘果子，体验劳动的快乐，知道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
的事情。

二、活动准备

《拍手转腕》音乐律动，果农摘果子视频，果实丰收图片，
音乐《摘果子》。

三、活动过程

(一)音乐律动热身，谈话导入。

1、播放《拍手转腕》音乐律动，幼儿随音乐做律动进入教室。

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随着音乐动起来吧!

2、谈话导入活动。

大家表现的真棒，现在请坐下来，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
“秋天来了，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你知道果园里哪些果子
成熟了吗?苹果、桃，小朋友们知道肥城最有名的水果是什么



吗?桃子，肥城又被称为桃都，我们的肥桃远近闻名，很多人
都来我们肥城品尝肥桃呢，现在肥桃和其他果子都成熟了，
农民伯伯肯定忙坏了，我们一起去帮农民伯伯摘果子吧!好，
你会摘果子吗?怎么摘?你来试一下，你来。

(二)观看果农民伯伯摘果子视频，学习摘果子动作。

1、播放果农摘果子视频，激发幼儿“摘果子”的兴趣，学习
摘果子。

观看视频后讨论：农民伯伯怎么摘果子?这样摘，你来试一下，
转动手腕，小手腕要转一下，为什么要转一下手腕?这样会很
容易摘下果子，不会破坏果枝，我们一起试一下，教师巡视，
你的小手腕转的真漂亮，伸出手儿转一下，红红的苹果摘下
来!伸出手儿，转一下，甜甜的梨儿摘下来，伸出手转一下，
香香的桃子摘下来!我们随着音乐一起来转转手腕摘果子吧，
播放音乐，教师幼儿一起做一遍，你学会了吗，自己来试一
下吧!摘了这么多果子放在哪里呢?放在筐里，篮子里，你想
怎么拿筐/篮子，提着，挎着，背着。现在拿好你的筐准备摘
果子了。教师巡视，你是背着，你是拎着，你是抱着。我们
开始吧!播放音乐。好大的果子，转转转转，摘四次，间奏，
小跑步换地方，我们来这边摘，这边的果子好多，转转转转。

我的筐装满了，你的满了吗?我来看一看，教师巡视，摘了满
满一筐果子你高兴吗?高兴，高兴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笑一笑，
你笑的真甜，跳一跳，拍拍手，小朋友们的表现方式真多，
高兴我们来拍拍手，我们随音乐来庆祝丰收的喜悦吧!再来一
次。我们学会了摘果子，现在来摘自己喜欢的果子吧!播放音
乐，你摘的什么果子/摘四次，转转转转，摘满了/做筐满了
动作四次，真高兴/拍四次手;我们换棵果树吧，好大的果子
呀/摘四次，转转转转，加油/摘四次，我的筐满了/做筐满了
动作四次，太棒了/拍四次手。

2、摘不同位置的果子。我们摘了上面的果子，我们还可以摘



哪个位置的果子呢?摘下面的，/老师蹲下来我们来摘下面的，
还可以摘哪个位置的果子?摘前面的/演示摘前面的，摘后面
的/演示摘后面的，演示摘旁边的，我们一起来摘不同位置的
果子吧!播放音乐，上面两次，下面两次，前面两次，后面两
次，旁边各两次，筐满了四次，真高兴转圈。重复一次。

3、同伴合作摘果子。两人或三人或更多人一起摘果子。现在
轻轻把筐放地上，摘果子快乐吗?快乐。劳动真快乐!刚刚我
们摘果子时，自己拿着筐，自己摘果子。我们可以和小伙伴
一起合作摘果子吗?可以，现在找个小伙伴一起摘果子吧!你
们两个怎么合作?谁摘果子，谁拿筐?现在拿筐的小朋友准备
好，摘果子的小朋友也准备好。播放音乐，我们一起来摘果
子吧，老师和一组小朋友合作，你拿筐吗?好，我们两个
摘，/或者老师在整个场地走动帮大家摘果子。你摘的什么果
子，摘了那个位置的果子。筐满了，真高兴/两个人击掌。两
个人换一下，你来摘果子，他来抱筐。一起合作真愉快!现在
老师来抱一个这么大的筐，小朋友都来摘果子吧!播放音乐，
你的小手转的真漂亮，你摘的什么果子，你摘了那个位置的
果子，远处的果树上有颗好大的果子，转转手腕，把它摘下
来吧，小朋友们真能干，摘了这么多的果子，老师抱不动了，
我们一起把它搬到中间庆祝一下吧!互相击掌庆祝!

(三)创编动作，丰富表现。

1、讨论：摘果子时除了这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

老师自然蹲下，摘了这么多果子，我都流汗了，现在来擦擦
汗/擦一下，甩一下，你也来擦擦汗吧，你怎么擦汗?我这样
擦，我们摘果子时也可以加上擦汗的动作，谁想来试一下，
好，你来吧!播放一半音乐，一个孩子表演，其他孩子打节拍。
太棒了，我们摘果子时还可以加什么动作?好你来试一下，大
约3个孩子表演。

2、播放乐曲，鼓励幼儿随乐曲节奏表演创编动作。



(四)教师谈话，知道帮助别人很快乐，体验劳动后的喜悦。

一、设计思路：

本节活动是由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熊出没》为出发点，让
幼儿跟随音乐模仿小熊熊跳舞笨拙的动作，步步递进加大难
度，同时利用光头强这个角色引出游戏，不但幼儿在游戏化
的模式中学习，而且懂得正能量的传播吗，充分利用孩子的
兴趣点设计了本节活动。

活动名称：韵律活动《熊跳舞》

活动目标：

1、倾听音乐，尝试在故事的情境中体验音乐不同的段落。

2、熟悉乐曲旋律，用肢体动作表现“小熊熊”跳舞的动作。

3、能跟随音乐的变化玩游戏，感受角色游戏的乐趣。

重点：让幼儿了解交谊舞交换舞伴和创编跳舞动作

难点：让幼儿在游戏中理解光头强的两次心理变化的特点

二、教学准备：

1、音乐《熊跳舞》《三只小熊》松树、伐木道具、2、幼儿
有跳双圈集体舞的经验

三、活动过程：

(一)播放视频，幼儿观看

1、教师播放视频，幼儿观看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看的动画片，请你
们认真看，我有问题要问的哦!

2、教师提问：视频里有谁?它们在干什么?结果怎么了?

(二)教师讲故事导出a段音乐，幼儿学习动作。

1、教师讲故事

3、幼儿感知音乐

师：我这里有一段音乐就是熊跳舞,请你们听音乐，和老师一
起做动作.教师示范。

4、师幼跟随音乐学习上肢动作。

我们再来听次音乐,一起来跳舞.5、师幼跟随音乐学习完整动
作。

师:你们坐在椅子上能跳得很漂亮吗?要怎么办?

这次我们跳舞有一点的变化,每个小熊熊找到舞伴,要拉手转
呀转呀转个圈,摆个姿势美一下,(场地很大,散开站)要让别人
知道你是好朋友,面对面地站好,我们来试一下,强调摆个姿势.
多次.请一对幼儿示范.师幼一起跟随音乐找舞伴跳舞.7、创
编摆个姿势美一下的动作.

还可以怎么摆姿势,个别幼儿示范,其他幼儿模仿.跟随音乐再
来一次，换角色进行。

8、师幼一起跟随音乐双圈舞律动。

师:我们跳舞时换朋友，经常用什么队形换朋友?(双圈舞)

男孩拉手站里圈,女孩站外圈,男孩不动,女孩子怎么换朋



友?(走动转圈)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换朋友?转圆圈的时候又要
和好朋友怎么样?我们试一次。我们跟着音乐试一次。

(三)播放b段音乐，光头强表演砍树

1、配班老师：哈哈!听说小熊熊在举行舞会，这可是我砍树
的大好机会。

2、播放b段音乐

师：你们听谁来了?

师：光头强来砍树了，我们把他抓住。

(四)跟随音乐完整游戏

2、教师小结：光头强被我们赶跑了，我们继续跳舞吧!跳舞
的时候如果听到伐木的声音就要敢快去追光头强，去晚了，
他就跑了。

3、第二次游戏，光头强接老板电话，说：老板又来电话了，
我真的不想砍树了，可是为了生活，我再悄悄的砍一次吧!听
到砍树的声音去追光头强，抓住光头强说：以后我再也不砍
树了，大家一起保护森林!

4、师：光头强不砍树了，和我们一起保护森林，我们一起邀
请他来参加舞会吧!

(五)跟随音乐《三只小熊》离开活动室，活动结束。

师：小熊熊们，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舞会就到这吧，跟光
头强说“再见”!我们回家啦!

四、教学反思：



本节活动向大家展示了韵律活动的基本教学过程。《熊出没》
是孩子喜欢的动画片，活动开始，老师以《熊出没》的动画
视频导入，瞬间吸引了孩子的眼球，接下来，老师又以故事
的方法，介绍活动包含的主题内容，并以儿歌：熊大找熊二，
望一望，熊二找熊大，望一望，我是熊大，我是熊二，握手
握手握握手，转呀转呀转个圈，摆个姿势美一下,转呀转呀转
个圈,摆个姿势美一下，渗透了音乐律动的动作，使孩子轻松
的掌握了学习的内容。在后面游戏中，以松树的情景布置以及
“光头强“逼真的表演，有趣的音乐，也是本次活动的亮点，
使整个活动在轻松，快乐中进行，达到了活动目标。

不足之处：

1、教师交代双圈舞的游戏规则不够完整清楚，致使幼儿游戏
的时候秩序比较混乱。

2、由于教学活动场地较小，游戏环节，小熊熊抓光头强时，
在超短的时间里孩子们一哄而上，场面混乱较为危险。(改为
孩子们拉圈围住光头强)

以上是的有关幼儿园音乐教案设计相关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音乐教案设计篇三

教师拟写教案时应该结合个人的教学体会，巧妙构思，精心
安排，从而写出自己的教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班教
案设计意图及反思吧!

小班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好吃的水果牛奶

1.知道水果和牛奶都是有营养的，激发幼儿愿意吃、喜欢吃
水果和牛奶。

2.尝试制作水果牛奶和多种水果牛奶混搭的吃法，体验自己



制作的快乐。

1、《爱吃水果的牛》动画短片;音乐《果汁分你一半》

2、各种水果丁(菠萝、橙子、草莓)、牛奶每组2盒，4组、一
次性小碗若干、一次性桌布、勺子若干。

1.音乐律动导入活动《水果歌》

师：宝贝们我们一起出发水果乐园去喽!---老师带着孩子进
场配班老师播放水果歌视频一起跳个开场舞。

(2)师：我最喜欢吃红红的，甜甜的苹果。你们呢?---孩子们
说说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4)师：小奶牛怎么没感冒生病啊?

小奶牛都吃了哪些水果呀?(原来各种水果都有营养，让奶牛
变得更健康)

出示杨桃(像星星一样的杨桃)、木瓜(黑黑的籽…)

(5)师：主人生病了，小奶牛给他喝了什么?(草莓牛奶、香蕉
牛奶……)

最后，生病的人都好起来，都变成什么样的人了?(爱吃水果
的人)

总结：水果里有维生素，牛奶里有蛋白质，吃了身体棒棒的!

3.初步尝试自己制作水果牛奶，播放音乐《果汁分你一半》

(1)师：既然水果和牛奶都这么有营养，我们一起来试着做水
果牛奶吧。



(2)幼儿探索，制作水果牛奶，教师巡回指导。

(3)闻一闻，尝一尝，引导幼儿说出：我真喜欢吃。(吃完了
坐回来)

4.榨汁机榨出水果牛奶

师：今天奶牛阿姨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她还给我们带来
了神奇的榨汁机，榨汁机能帮助我们把水果牛奶变得更好吃。

奶牛阿姨取水果，分别放进榨汁机。

5.结束：

师：宝宝们客人老师和园长妈妈也希望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我们把水果牛奶送给她们一起分享吧!

记得提醒客人老师要像我们一样爱吃水果和牛奶，身体才会
更棒哦!

音乐教案设计篇四

--扮家家 活动内容：歌曲——扮家家 活动目标：

１、引导幼儿充分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

２、启发幼儿表现出当爸爸妈妈烧菜的高兴、快乐的情感。

３、引导幼儿探索尝试运用对唱和齐唱的方法表现歌曲欢快
的情绪和不同的角色。 活动准备：各种蔬菜的图片、娃娃的
哭声 活动过程：

1、在“扮家家”音乐伴奏下，玩《买菜》的游戏，导入活动
内容。



2、语言节奏练习：按节奏说菜名。

3、教师完整范唱歌曲，幼儿欣赏。

4、引导幼儿有感情地演唱歌曲。（1）幼儿跟老师一起完整
学唱歌曲。

音乐教案设计篇五

教具：多媒体、钢琴

教学目标

学习、体验大合唱的声乐演唱形式，并欣赏作品《黄河大合
唱》里相应乐章，增强对这些艺术形式表达的效果的了解；
同时了解作者及创作背景。

重点难点

在欣赏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同时，使同学了解这支乐曲的
创作背景和其中包含的民族抗争精神与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的
伟大力量。

一、前预习及导。、《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的
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也是我国近代大型音乐作品的典范之作。

《黄河大合唱》创作于1939年3月，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
曲。作品用感情饱满的笔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
不可战胜的力量，歌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作品以
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一黄河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中华儿
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必胜信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以他
不可遏制的创作热情，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完成厂这部巨作
的初稿。同年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毛主席都跳了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



声‘好’。”（冼星海日记）

2、《黄河大合唱》诞生于１９３８年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
光未然写成长诗——《黄河吟》。和光未然有过多次合作的
冼星海凝神倾听后，突然，他一把夺过光未然的诗稿，冲回
宿舍——他要立刻把这部长诗谱上音乐！

从３月２６日开始，冼星海窑洞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他支撑
着病弱的身体，在土炕上日夜赶写。奔腾的乐思常常使冼星
海无法自抑，他时而斜躺在土炕上抱头沉吟，时而坐起来振
笔疾书。六天后——１９３９年３月３１日，《黄河大合唱》
脱稿了。４月１３日，经过１０多天的排练，《黄河大合唱》
在延安首演。从此以后，伴着抗日的烽火，随着复仇的巨浪，
《黄河大合唱》响彻在青纱帐里、长城内外，合唱人数从
３０人、６０人、８０人，壮大到１００人、５００人、
１０００人；演出地点从延安、重庆、香港，扩大到纽约、
神户、多伦多。

。都熟悉了吗？下面看我手势，先左边这一方唱，然后再右
边唱，准备，起－

（可以再来几遍）。我们刚才所演唱的形式就是齐唱。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合唱。请同学们看到书p89面，用两分钟
的时间，学习大合唱的介绍。大合唱是一种多乐章的大型声
乐套曲，包括独唱、重唱、对唱、齐唱、合唱与轮唱（有时
穿插朗诵）等。（多媒体）

2、同学们，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知道河上的船
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么你听吧！（音乐欣赏《黄河船夫曲》）齐唱给我们欣赏
者一个什么感觉？（表现出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的精神）

3、下面请同学们唱这个练习，（︱1



4︱－‖）用“啦”，起（跟琴唱），很好，对。再请右边的
同学跟我一起唱（︱1

同学们，这是什么演唱形式？（合唱，很好）

下面请同学们看到书p8，《黄水谣》，我们来尝试一下歌曲合
唱，第一句，“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两部分
不同的旋律）

同学们，感受怎么样？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合唱《黄水
谣》。（多媒体）

《黄水谣》这首女声、混声合唱前后所表现的情绪有变化吗？
（可要求同学回答，开始婉转、秀丽，表现黄河两岸人民生
活怡然自乐；中间低沉，悲痛的呻吟；后面借用黄河水奔流
不息，痛诉侵略者带来的灾难）

4、大合唱还有一种歌唱形式，对唱。欣赏《河边对口曲》
（对唱采用一问一答，舒说了千家万户妻离子散）、《黄河
大合唱》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乐章，知道吗？请听，反复
了四遍，注意仔细听辨。（欣赏《保卫黄河》）有怎样的区
别？请同学说说。

齐唱——二声部轮唱——三声部轮唱——齐唱

轮唱，此起彼伏的音乐，如咆哮的黄河水，一波推一波，前
浪推后浪，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气势。（再来听辨一
次）

作品共有八个乐章，每章开首均有配乐朗诵。

a、《黄河船夫曲》（齐唱）

b、《黄河颂》（男高音或男中音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



（配乐诗朗诵，三弦伴奏）

d、《黄水谣》（女声二部合唱）

e、《河边对口曲》（对唱）

f、《黄河怨》（女高音独）

g、《保卫黄河》（轮唱）

h、《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

三、总结、了解什么是大合唱

2、学习体验黄河大合唱中四个乐章

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