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 形象
音乐社团活动心得体会(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篇一

作为一名热爱音乐的学生，我加入了学校的形象音乐社团。
最近，我们参加了一次大型的音乐比赛，这次比赛不仅锻炼
了我们的音乐水平，还让我在其中体验到了许多难忘的经历
和收获。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于这一活动的感悟。

一、参赛挑战的心态转变

从初次听到比赛到社团的“放飞自我”，再到迎来了比赛的
通知，大家心里都有些小激动。想要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跨过好几步也需要一个足够的观察，本着我要争取发掘自己
潜力积极面对的心态，我开始着手准备，积极准备。在准备
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过程，而且比赛只是
一个延续和筛选，不论成绩大小，我们都能从中吸取更多的
音乐知识和音乐热情，优秀的评审更能推动我们的前进。

二、团队协作中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支团队参加比赛，需要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出最大的
潜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团队协作。在我们准备比赛的时候，
需要进行多次的集体练习和演出，并共同协商和讨论我们音
乐表演的方案，这中间存在很多分歧，需要大家设身处地地
看待每一个人的观点，共同协商取得最好的方案。相信个人



才能与团队的优异表现交相辉映，共同成就属于我们的国家
一骑绝尘的总谱。

三、比赛现场的紧张和压力

进入比赛现场时，心里一定是会感到紧张和压力。不仅需要
最大程度发挥自己在这场比赛中的水平，同时也需要面对来
自不同社团的竞争者，这种压力可能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感到
紧张。但是，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我逐渐体会到了紧张和
压力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技艺，只需要认真演出发挥自己的潜
力，放开心态，顺其自然的去表现自己，努力发挥自己最好
的水平。

四、经历带来的成长和收获

参加这个音乐比赛不仅是对音乐技艺的考验，还是对于人格
修炼的考验。无论是在集体排练过程中还是比赛现场，我们
都需要协调自己的情绪和团队的协作，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面对较高的分数而不自满，面对较差的分数而不泄气。通过
这个过程，我深深感受到了自己在心理素质、沟通能力、策
划能力等方面的成长和提高，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

五、未来迎接更多挑战和机遇

这次比赛的成绩，不仅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也让我们看到
了未来参加音乐比赛的可能性和机遇。我们也认知到自己的
不足，不管美好或不美好，真正需要做的是从中吸取教训，
进一步加强技巧，跨越更高的山峰。我们要积极准备，不断
迎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学习，提高自己
的业务水平和协作能力，为奋斗更远更大的梦想而努力。

总之，音乐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在和团队同伴一
起演出的过程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体会到了团队协作和



个人考核的重要性，目睹了其中的收获和成长，在这个过程
中我也稳步成长，提高了很多。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要继
续学习音乐技能，并积极投身到各种音乐活动中，不断地提
升自身的实力和信心，将音乐带到更应该的支持中。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篇二

中班音乐教案：《蝴蝶找花》 一、活动目标：

1、学习歌曲，感知 8/6 拍节奏的音乐。

2、初步感受乐曲的优美，学会简单的表现蝴蝶飞舞的动作。

二、活动准备：磁带、图片、多媒体课件 三、活动过程：

1、进场、导入：学蝴蝶飞入教室内，春天来了，花儿开了，
草儿绿了，小动物们都出来做游戏了，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
很美的歌曲，我们来听一听：

2、播放课件，欣赏音乐：小朋友你们刚才听到和看到了什么？
（提问）教师出示图片，刚才小朋友都说了这么多，我们再
来听一遍，看一看你说的和电视机里放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再次感受音乐，理解图片。

幼儿边回答，教师边出示图片。

2、请幼儿来贴图片：看看老师还有几幅图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位置，老师有一个要求，老师来唱，请小朋友听着歌词来找
图片，然后放到正确的图片的后面。

3、集体回忆歌词。

刚才老师唱的你们能够说出来吗？我们一起来说说看。



4、教师和幼儿一起唱。

（引导幼儿回忆蝴蝶飞起来是轻轻、柔柔的，我们也要唱的
轻柔一点）5、教师唱第一句，小朋友唱第二句。

6、请女小朋友唱第一句，男小朋友唱第二句，我们来进行比
赛，看

谁唱的最好。

7、集体歌舞表演。

教师请一名幼儿做花，教扮蝴蝶。

请一个幼儿扮蝴蝶，一个幼儿扮花。

8、结束：蝴蝶和花儿玩得这么开心，老师带你们去花园，好
吗？

中班音乐活动教案模板

中班音乐活动：《下蛋》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篇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老民族，再过几天就是
农历十月十六日瑶族的盘王节，这天瑶族人民盛装打扮，载
歌载舞，除了娱神娱祖之外，还要走亲访友，开展娱乐社交
活动，因此设计此活动，让幼儿了解瑶族的民俗风情，感受
乐曲的美，并尝试用打击乐器为乐曲伴奏。

1、带领幼儿继续欣赏乐曲，并尝试随音乐进行打击乐器演奏；

2、引导幼儿用分组合作的方式表现



的节奏型，并在演奏过程中注意整体协调。

3、要求幼儿克制过度兴奋，不因急于表达热烈的情绪而造成
过分强烈的演奏，能与同伴的演奏保持协调，进一步体验活
动的愉快。

1、幼儿已欣赏过a段音乐，听过该曲，并对该曲的结构有初
步的了解。

2、录音机、音乐磁带。

3、鼓、手铃、木鱼、沙锤等。

一、老师带领幼儿听a段音乐复习身体动作。

师：请小朋友找找哪张图给我们的感觉和第一段音乐给我们
的感觉差不多？为什么？

二、欣赏第二、第三段音乐。

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二第三段音乐吧。

找找哪张图给我们的感觉和第一段音乐给我们的感觉差不多？

第三段音乐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

三、幼儿跟随老师的示范模仿练习以下朗诵和动作。

1、教师示范

2、儿在教师的指挥下从慢速开始练习：教师说鹅，并跺脚，
幼儿说其余字词并拍手。

3、幼儿分组练习。



4、幼儿在心里说有关字词，倾听教师用鼓声替代“鹅”字及
跺脚动作，从慢速度开始，教师逐步加入哼唱伴奏。

5、跟随音乐做身体节奏动作组合练习。

四、跟随音乐完整地做身体动作（a、b、a段）。

五、在老师的带领下，幼儿探索乐曲的打击乐配器方案。

六、在教师的指挥和哼唱伴奏下，幼儿做徒手练习。

七、在教师的指挥和哼唱伴奏下，幼儿用乐器演奏。

八、全体幼儿跟随音乐完整演奏。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篇四

1、学唱歌曲《蓝鸟》，学生能带着美好的祝福，有感情地演
唱歌曲。

2、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3、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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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富有表现力地演唱歌曲《蓝鸟》

2、音符mi——do’音程的音准。

（一）组织教学



师生问好！

（二）音乐实践活动

1．律动，听音乐《蓝鸟》伴奏，跟老师做动作

2．做手势猜谜语

（三）学唱歌曲。

1．引出歌曲，学生聆听《蓝鸟》，初步感受歌曲的情绪和内
容。（师：蓝鸟高兴地笑了，哎，它来这里干什么呢……？
哦，原来是美国的小朋友让蓝鸟把他们新年祝福带过来送给
我们呢，听，是怎样祝福？）

2．出示课题和拍号

3．提问：情绪如何？

4．出示歌词，跟师有节奏朗读歌词

5．难点：音符mi——do’音程的音准把握。

解决方法：老师可让学生通过聆听、对比、模唱的形式来解
决。

6．用听唱法学唱歌曲，

7．多种形式演唱，巩固歌曲

8．听老师唱某一句，学生找出老师唱的“很”不一样的地方，
引出连线

连线：标记在音符的上面，它有两种用法：（1）延音线:如
果是同一个音，则按照拍节弹奏完成即可，不用再弹奏。（2）



连接两个以上不同的音，也称圆滑线。要求唱（奏）得连贯、
圆滑。

（四）处理歌曲

1．给歌曲加上音乐记号，从声音上表现歌曲情绪

2．用“拉”哼唱旋律

3．引导学生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师：我们的歌声很美，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此刻愉快的心
情，能否用这些打击乐器为我们的歌声伴奏，让我们的祝福
更美？）

4．创编动作

5．合作展示

（五）总结

大班音乐只要妈妈露笑脸教学反思篇五

《山谷回音真好听》是一首富有情趣的儿童歌曲。它通过声
音的强弱对比，提示了山谷中奇妙的回音，表现了少年儿童
探求大自然奥秘的精神。

歌曲为c大调，2/4拍，是由五个乐句构成的一段体结构。开
始是两个变化重复的乐句，采用规整的节奏型，平进和大跳
的旋律进行，叙述了山谷有回音这一奇妙现象。接着是两个
乐节性的扩充乐句，以上、下行的旋律进行，强弱的力度对
比，配以衬腔“啊”，形象地描绘了山谷美妙的回音。结束
句是第二乐句的完全重复，使乐意得以完满结束。



（一）能控制声音的力度变化，用优美的声音形象地表
现“人声”和“回声”。

（二）能分角色合作表现，体验合作表演的乐趣。

《山谷回音真好听》音乐

能控制声音的力度变化，用优美的声音形象地表现“人声”和
“回声”。

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爬山，到了山顶上你会做些什么事呢？

1．请幼儿完整欣赏歌曲一遍，说说听到些什么，它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

2．再次欣赏歌曲，引导幼儿仔细分辨歌曲中哪几句是小朋友
唱的，哪几句是大山公公唱的。

3．怎样唱才能让人一下子就听出来是谁唱的。

4．重点学唱回声句。引导幼儿学习控制音量，表现回声由强
变弱的过程。

5．山谷回声好听又奇特，真有趣！怪不得小朋友哈哈哈哈笑
呢！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大山公公是怎么笑的。

1．根据歌曲内容，师幼合作演唱。

2．幼儿按意愿分成两组，一组扮小朋友，一组扮大山公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