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大全5
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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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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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活动目标：

1、在生动活泼的表演性活动中，了解菜的特点。

2、在多声部的朗诵中学习声部的配合，初步感受声部之间的
和声美。

活动准备：

1、鸡蛋、母鸡、青菜、鱼等作品中有关的.菜的卡片。

2、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一、欣赏歌曲

1、你们去过菜场吗？去干什么？（买菜）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有一个孩子今天要去买菜了，你们听！

2、完整欣赏歌曲。

二、学习有节奏朗诵歌词。

1、学念第一段：

×××︱××︱××××︱×－︱××︱××︱××××︱×－︱）

今天的天气真呀真正好，我和奶奶去呀去买菜（边拍手边念，
帮助幼儿把握节奏）



2、学念第二段：

鸡蛋圆溜溜呀青菜绿油油呀母鸡咯咯叫叫呀鱼儿蹦蹦跳呀萝
卜黄瓜西红柿蚕豆毛豆小豌

豆（出示菜的卡片，帮助幼儿记忆）

3、学念第三段：×××︱×××︱××××︱×－︱××0︱

哎呀呀哎呀呀菜儿多又多哈哈。

三、分声部朗诵

1、第一段、第三段一起表演。

2、第二段分声部：第一声部念第一、三句，第二声部念第二、
第四句。

3、菜场里可热闹了，大家都热情地介绍自己的蔬菜。有时候
一种一种介绍，有时候一口气介绍几种。

4、尝试两个声部轮流表演，要求一个声部表演完了，另一个
声部马上接上。

5、引导幼儿边表演，边倾听声音的效果。

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1.认识6个汉字：雾、薄、换、笋、探、蚕。会写6个生字：
洒、换、探、枝、野、暖。认识里字旁。

2.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感受春
天的美丽。

【教学重点】



1.感受并读出诗中春天的美丽，表达自己对春天的喜爱之情。

2.正确读、写生字。认识新部首。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

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谁能用一句话说说你对春天的感
受？

有一位的诗人他也喜欢春天，他为春天写了一首诗，就是我
们今天要学的课文——齐读课题。

让我们随着作者到课文中找一找春天在哪里？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自由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

2.回忆以前的学习方法，遇到不认识的字怎样做？

[由于学生经过一个假期后很可能遗忘了学过的方法，因此在
此安排识字方法的回顾]

3.选择适合你的方法认识这些字。

[尊重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方法的选择，鼓励学生自主、合作
学习。]

4.检查、指导识字。

a：教师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认读，同时渗透汉字知识和指导



识字方法：

雾：怎样记？（形声字、换、加一部分）

薄：（上下结构、加偏旁）

换：为什么提手旁？读诗中句子，在语境中识字。

笋：上面竹子头，与什么有关？

探：跟哪个字像？

蚕：什么结构？

b：巩固练习：开火车读、游戏读、赛读等。

c：实践检查：把生字朋友放回到课文你们还能读准吗？

d：指名分节读课文。

三、品读课文、背诵课文。

1.师生评议读字音情况。

2.整体感知课文：

（1）再自由读课文，思考：春天在哪里？你在那些地方找到
了春天，用横线把这些地方划出来。

（2）指名回答，老师板书：枝头、原野、竹林、田野。

（3）真不错，你们把文中的春天找到了！真会读书。

3.品读课文，理解感悟。



（1）自由读课文，看看你最喜欢哪个地方的春天？

（2）读一读你喜欢的语句。说说你喜欢什么？带着感情读一
读让大家欣赏。

（3）师生共同研讨学生所说所读。（通过课件演示、图片展
示、文字说明等多种方式进行补充、评议、朗读。）

一节：a：课件演示“微微吹动”、“柳条儿跳舞”、“桃花儿
脸红”的情景。激发学生情感，指导朗读。

b：出示文字：

柳条儿跳舞，桃花儿脸红。

柳条儿摆动，桃花儿红了。

请学生研读、讨论：有什么不同？你喜欢哪句？为什么？读
出感情。

b：出示文字：

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啦！

竹笋从地下长出头来了。

对比异同。进行感情朗读。

四节：采取以读带讲的方式，通过评议、比赛理解课文。朗
读课文。

4.师生合作，问答形式朗读全文，进形整合，理清结构。

5.填空练习。指导背诵方法——按顺序背诵。（板书提示）



6.背诵课文。（指名背、自愿背。）

四、拓展延伸

你还知道春天在哪里？说一说。

五、实践活动

小组合作：仿照课文写一段。

提示：春天在小河里——

六、布置作业

选择：找春天，写春天、画春天、唱春天、读春天……

七、板书设计

春天在哪里

枝头风柳条、桃花

草原雾草

竹林雨竹笋

田野太阳麦苗、菜花、蚕豆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

二、学习会写字。

1.自学生字。



2.质疑、解疑。

3.小组讨论、合作学习。

4.汇报交流。（读音、结构、笔顺、易错处等）

学生选出需要指导书写的字，大家研讨，老师通过板书、课
件演示指导。

音乐活动音乐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教学目的：

1.学会16个生字，其中会写“哪、脸、原、轻、巾、阵、探、
野”8个字，认识“舞、雾、柔、纱、翠、笋、秧、蚕”8个
字。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能用“那么„„那么”仿写句子。
3.激发学生喜爱春景，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1.了解春天的风、雾、雨和太阳的特点，以及给大地带来的
新景象。

2.感受语言的美，陶冶热爱大自然的情操。

教学准备：

1.生字卡片

2.课前收集春天的有关资料：图片、诗歌、词句、影象等

3.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

1.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谁能用一句话说说你对春天的感
受? (教师在学生发言中及时点拨，进行语言训练。)

2.有一位的诗人他也很喜欢春天，他为春天写了一首优美的
小诗，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师板书课题，生齐读课
题)

3.让我们随着作者到课文中找一找春天在哪里?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自由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

2.回忆以前的学习方法，遇到不认识的字应该怎样做?

3.检查、指导识字。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指名学生认读

师相机指导：“翠、笋、蚕”是平舌音;“纱、阵”是翘舌
音;“阵、探、蚕”是前鼻音;“轻、秧”是后鼻音;“舞”是
第三声;“雾”是第四声。

(2)你们能给生字宝宝组词吗?看谁组得又快又多



(3)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们呢?

师指导：“哪、巾、阵、探”可与“那、中、陈、深”作比
较 (尊重学生的个性，识字方法不强求一致。)

(4)巩固练习：赛读生字卡片、开火车组词

(5)练写生字

(6)实践检查：把生字朋友放回到课文你们还能读准吗?

(7)指名分节读课文，要求准确、流利。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再自由读课文，思考：春天在哪里?你在那些地方找到了春
天，用横线把这些地方划出来。

2.指名回答，老师板书：枝头、草原、竹林、田野。 真不错，
你们把文中的春天找到了!真会读书。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二、品读感悟

1.找到你最喜欢的地方，读一读你喜欢的语句。说说你喜欢
什么?带着感情读一读让大家欣赏。

2.师生共同研讨学生所说所读。(通过课件演示、图片展示、
文字说明等多种方式进行补充、评议、朗读。)

第一节：



a：课件演示“微微吹”、“柳条儿跳舞”、“桃花儿脸红”
的情景。激发学生情感，指导朗读。

b：出示文字：

柳条儿跳舞，桃花儿脸红。 柳条儿摆动，桃花儿红了。

请学生自读、讨论：有什么不同?你喜欢哪句?为什么?读出感
情。

第二节：

第三节：

b：出示文字：

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啦!

竹笋从地下长出头来了。 对比异同，感情朗读。

第四节：学生自学，分小组比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练习
用“那么„„那么„„”说一句话。 (此处设计没有固定教学顺
序，顺学而导) 4.师生合作，以问答形式朗读全文。

3.背诵课文。(根据板书自由练背，指名背诵)

三、拓展延伸

你还知道春天在哪里?说一说。

四、实践活动

小组合作：仿照课文写一段。 提示：春天在小河里

五、布置作业



选择：找春天，写春天、画春天、唱春天、读春天„„

板书设计：

春天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