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年人小组工作活动方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韵律活动教案篇一

设计思路：

现在进行的是“我爱我家”这个主题，锁现在已经不太在生
活中运用了，孩子们会感到特别新奇，所以就用开锁来激发
起孩子学习的兴趣。现在是中班了，孩子们对图形、颜
色、1~5数字都非常了解，开设这个活动是为了能让孩子尝试
配对，根据颜色、图形、数字来寻找相同，并且说出那些相
同和不同之处。

活动目标：1、尝试用配对等方法打开锁，能将发现的不同之
处表述出来。

2、初步了解生活中的锁。

活动准备：装有锁的不同编号的房子、钥匙上有图形、数字
标记；装有锁的盒子、内有礼物

活动过程：

（一）幼儿尝试看标记开锁

2、幼儿尝试看标记开锁。教师：在你们的'小椅子下面有钥
匙，请你来开一开，看看能打开哪间新房子。

3、交流：



（1）提问：你拿了哪一把钥匙打开了哪幢房子的锁？看标记，
这是什么意思？

（2）提问：怎么看标记，标记都一样吗？

（3）追问：谁和他一样是看钥匙上的标记的？

（4）教师追问：这把钥匙是打开哪幢房子的钥匙？为什么？

（5）教师提升：钥匙上的标记和房子上的标记数字、颜色、
图形是一样的，才能打开锁。

（6）教师追问：刚才一个朋友找到了钥匙，可是没有打开锁，
这是怎么回事？

引导幼儿上来演示开锁的方法（用钥匙对准锁眼，插进去用
力一转就行了）

（二）幼儿运用看标记开锁

1、幼儿再次尝试开锁

教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开锁的好办法，待会儿我们再去
试试，这次比一比谁开锁的速度最快。

2、交流共享

教师提问：这一次你们都成功了吗？有谁遇到困难吗？

（三）说说生活中的锁

1、教师：除了这里的锁以外，你还在哪里看到过锁？

提升：门上的锁、抽屉上的锁……，有了锁我们的家、房子
等都更安全了



（四）看标记打开盒子上的锁

1、将很多钥匙放在黑板上，并且做好标记。教师：这些小动
物很高兴你们帮他们把新房子的们都打开了，他们想谢谢你
们。但是他们也给你们除了一个难题，这里有一个礼物盒，
请你们看看，哪把钥匙能把这个礼物盒打开。

2、请幼儿选择钥匙自己操作。

3、教师：你们真棒，这么快就打开了小动物们送的礼物盒，
那现在我们就拿着这些礼物一起去分享吧。

大班韵律活动教案篇二

1.了解歌词大意，感受歌曲雄壮有力的气势。

2.尝试运用多种乐器配合演奏歌曲。

中国地图；与歌曲《大中国》有关的图片资料，如长江、黄
河、万里长城和青藏高原的图片。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首歌曲，请你来听一听。播放歌曲《大
中国》，幼儿欣赏。

2.你听过这首歌吗？你在哪里听过？

3.你听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谁会喜欢唱这首歌？

4.人们唱的时候精神会怎样？

5.小结：《大中国》这首歌唱得是我们祖国，它唱到了中国
的大好河山，歌颂了我们勤劳、勇敢的民族，所以这首歌给
人们的感觉是气势雄壮。我们用自豪的声音告诉全世界人民：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中国这个家。



1.欣赏教师演唱，了解歌词的大意

2.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歌，你从这首歌里听到了些什么？

3.联系歌词讨论

1）“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是什么
意思？

小结：中国有56个民族，就像大家庭一样，56个民族都是兄
弟姐妹。

2）歌词“长江”“黄河”“万里长城”“珠穆朗玛峰”“青
藏高原”

老师这里有些图片，请你看看这些图片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
的'感觉？（教师根据幼儿回答用歌曲中的歌词进行小结。）

3）再次欣赏歌曲：这一次请你听听，歌曲中有哪几句歌词你
不懂？

1.用拍手的方法随歌曲拍出节奏，共同探索不同的节奏语言。

2.自选乐器，分成高音（小铃、铃鼓）和低音（圆舞板、双
响筒）4个小组。

3.共同确定一种节奏语言，1~8小节用合奏的方式，9~16小节
用高低音乐器轮换的方式进行。

4.幼儿与教师一起尝试用乐器演奏歌曲。

大班韵律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欣赏歌表演《蚂蚁》，感知理解歌曲的内容，联系唱准歌曲
中的附点音符。

根据歌词内容，探索表演蚂蚁搬豆的动作，体验多人合作表
演抬豆子动作。

能与同伴合作分角色表演，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活动准备：

幼儿会念儿歌逗蚂蚁；蚂蚁图片等

活动过程：

朗诵儿歌《逗蚂蚁》，引出主题。

――师（出示蚂蚁图片）：看，蚂蚁来啦，我们一起来念念
蚂蚁的儿歌，（师生一起念儿歌“逗蚂蚁”）

――师：我们再来听一首《蚂蚁》的歌。

分段欣赏情景表演《蚂蚁》，初步感知内容。

――幼儿观看第二段，师提问：小蚂蚁是怎样把豆子搬回家
的？

――师：为什么一只蚂蚁搬不走，许多蚂蚁就能把豆子抬回
家呢？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人多力量大）

分段学习歌曲，探索表演动作。

――再次分段欣赏情景表演，教师鼓励幼儿跟唱歌曲第一段，
感知歌曲旋律。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学唱第一段歌词，重点引导幼儿唱准



附点音符。

――启发幼儿想一想：小蚂蚁用力搬也搬不动，小蚂蚁是这
样用力的，可以怎样唱？

――师：怎样做动作呢？师带领幼儿边唱歌边表演第一段动
作。

――用同样的方法，先欣赏第二段情景表演，再引导幼儿用
稍轻、稍慢的语气歌唱，最后引导幼儿仿编第二段歌词的动
作，启发幼儿与同伴一起模仿抬豆子的体态动作。教师带领
幼儿边唱边练习表演第二段的动作。

表演歌曲活动。

――鼓励幼儿随着音乐边唱边表演。

大班韵律活动教案篇四

1、在敲敲打打中体验歌曲欢快、雄壮的性质，激发幼儿爱祖
国的情感。

2、通过分组探索不同的节奏型，尝试为歌曲伴奏。

1、已丰富过有关的相关经验。已熟悉歌曲。

2、已做过调查表，会说夸的话。

3、小乐器若干（将相同音色的放在一起分成三组）、节奏卡、
节奏谱。彩带若干。

4、有关名胜古迹的课件，教室周围布置相关图片。

一、欣赏感受（体验歌曲性质）



师：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还会夸夸我们的
大。有一首歌也是夸夸我们的大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边看课件边完整欣赏。"你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感受？"追问：
"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引导幼儿用有节奏的话来夸
夸大。

2、再次完整欣赏，闭上眼睛回忆刚才的内容。

3、现在我们听着音乐在自己身上轻轻地打打节奏，轻轻的唱
轻轻的拍。（可以拍打不同的节奏）

4、谁想试试这个节奏？（师出示一节奏型）自由练习，个别
幼儿展示。

二、自由探索（解决重难点）师：大家想不想再试试别的节
奏？老师为你们准备了很多小乐器和节奏卡，你想用什么小
乐器敲就把小椅子搬到那里去。一组商量一种节奏为大伴奏。

1、幼儿选择，一起选出一张节奏卡，自由尝试一会儿。

2、我们听着音乐来试一试。记住！一定要听好音乐。（师巡
回倾听指导）a：引导小组长先敲准。

b：我们的小耳朵真灵，会跟着音乐一起开始一起结束。

c：xx组的小朋友真棒，他们敲的真整齐！

3、我们每组都为歌曲配上好听的伴奏了，让我们来听听看！
（分组展示。）你们觉得好听吗？让我们一起把他们的节奏
拍出来。（师出示这一组的节奏卡）

4、老师也想为歌曲伴奏，可是有个节奏很难的，谁来帮帮我？



a：自由练习。（轻轻的在心里念）b：个别幼儿尝试。

c：我们一起跟他试试这个节奏吧。（该幼儿上来敲大鼓，人
手一份节奏卡）

三、自由表现

师：大这首歌有小乐器的伴奏变得真好听！谁愿意为他伴舞
让它变得更美？

1、每组选出1个孩子为它伴舞，其余幼儿伴奏。

2、幼儿随音乐自由表现。"一起为我们是人感到骄傲

大班韵律活动教案篇五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
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该怎么去写教案呢？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捉螃蟹大班韵律活动教案，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1、学习随音乐合拍地做出“螃蟹跳舞、吐泡泡、挠痒痒”动
作。

2、在教师的语言、动作的提示下能随音乐的变化，做出与音
乐相匹配的动作。

3、在做螃蟹横行、躲藏动作时能寻找空的.地方，不影响同
伴。

录音机和音乐磁带，捉螃蟹的网一只。

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观察、了解螃蟹的基本特征。



一、倾听a段音乐，创编螃蟹跳舞的动作。

2、创编螃蟹跳舞的动作。师：伸出一只脚，动一动。螃蟹的
小脚可多了，这儿还有一只(教师示范伸出一只脚)它可以怎
么动?幼儿自由创编脚的动作。

3、幼儿倾听a段音乐学习螃蟹跳舞的动作。

师：我们听着音乐一起来学一学螃蟹跳舞的动作。

二、结合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学习b段动作。

1、启发幼儿结合已有经验创编螃蟹吐泡泡的动作。

师：螃蟹最喜欢在河里干什么?幼儿自由讲述。

师：螃蟹是怎么吹泡泡的?除了朝这边吹以外，还可以朝哪边
吹?

2、模仿学习螃蟹走路的动作。

师：螃蟹是怎样走路的?(提醒幼儿练习走路时会找空间。)

3、教师哼唱音乐幼儿练习动作，吐泡泡，吐泡泡，走走走走
吐泡泡。

4、倾听b段音乐，并合着音乐练习动作。

师：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吐泡泡啰!

三、创编、学习c段音乐的动作。

1、鼓励幼儿创编不同方位的挠痒痒的动作。



的挠痒方位。

师：有的螃蟹先挠痒痒，有的螃蟹后挠痒痒，想一想，怎样
才能把动作做的整齐一些，好看一些?(引导幼儿拍两下手，
再挠痒痒。)

2、听着音乐来学一学螃蟹挠痒的动作。

师：现在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挠挠痒，每只螃蟹挠痒的地方
要和其他螃蟹不一样。

四、幼儿随完整地音乐练习动作。

1、幼儿听音乐完整的练习动作。

你们能听着音乐来学本领吗?

2、在教师的语言、动作的提示下能随音乐的变化，做出与音
乐相匹配的动作。

五、游戏。

1、启发幼儿做躲闪的动作。

2、幼儿倾听尾声音乐。

3、完整倾听音乐游戏，提醒幼儿捉螃蟹的人来了要躲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