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音乐教育教案 小班活动方
案(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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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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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幼儿思维的正确性、敏捷性，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小朋友，今天我们教室里什么东西最多呀？(糖果)你吃过什
么糖？味道怎样？

师：糖果不但好吃，还可以用来和我们做游戏

主要练习数数把手做成夹子(幼儿用两只手指头做“剪刀”
状)，伸到篮子里去夹一夹糖，能夹住吗？其他的手指不能帮
忙哦。

2、请一个幼儿到展示台上数数，(要求手口一致)，大家一起
数

3、第二次操作，提高速度这次你夹了几颗糖？谁也夹了x颗
糖？(你们夹的糖是一样多的)

4、第三次操作后：先数一数自己的糖，再看一看桌上其他小
朋友的糖，看看谁的最多。

师：猜猜我手上的图片上有几粒糖？你们可以在1、2、3、4、
5这5个数里猜一个数)。



1、数一数证实。(可以请个别幼儿数或全体数)

2、x粒糖可以用几个点来表示？

请一个小朋友把它送到x个点的下面，边送边说一句话：点宝
宝我送给你x粒糖

谁来给这些糖果找朋友？(幼儿上来操作)并说：x粒糖果和x个
点宝宝做朋友

(幼儿遍操作边说：x只小猴子分给你们吃x粒糖果)

(幼儿装糖，教师观察与指导)。

1、糖都装好了，我想买你们的糖，行吗？

师：我想买杯子卡片上有x点宝宝的杯子里的糖，如果你装对
了，我就用一个棒棒糖来买你的糖。现在请大家举起来。

请个别幼儿说说x个点宝宝应该装几颗糖。如果对了，奖励一
个棒棒糖。

2、你们喜欢吃吗？糖吃多了可不好。那我们今天就选一粒自
己喜欢吃的糖果吃吃，再选一颗大人喜欢吃的糖果送给他们
吃。其余的糖果如果你想带回家给其他人一起吃可以，如果
不想带回家的话，就倒在娄子了，下次继续游戏。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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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一：宝贝才艺秀(5.28—5.30)



为了使传统的才艺比赛更具趣味性，让幼儿的多种能力在活
动中得到锻炼，我们从益智、艺术、体能、语言、生活五个
方面综合设计比赛内容。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积极
性，培养自信心，使幼儿在活动中人人都有展示的舞台，提
高自信心。

活动时间：5月28日—30日(上午)9：30——10：30

活动方式：

以级部为单位，开设五项(绘画、拼图、体育、语言、生活)
才艺展示内容。每位孩子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报其中三项。

1、创意小画家(小4班承办)内容：涂色加添画。幼儿根据内
容涂色并进行想象添画。

2、今天我当家(小2班承办)内容：洗袜子。幼儿自带脸盆和
袜子，独立完成洗袜子的过程并进行晾晒。

3、智勇大冲关(小3班承办)内容：综合跳、钻爬、走平衡等
技能进行冲关项目挑战。

4、智力大冲浪(小1班承办)内容：拼图。根据图案完成拼图，
用时最短为优胜。

5、小小主持人(小5班承办)内容：幼儿自选一个擅长的形
式(念儿歌、古诗或讲故事)，提前准备语言表达内容，在同
伴面前进行表演。

系列活动二：“我型我秀”跨班大联欢——暨才艺比赛颁奖
典礼(5.31上午)

通过节目表演和颁奖活动，进一步体验成功的快乐和自信。

活动时间：5月31日(上午9：30)



活动形式：小1、小2、小3为单位在一楼大厅进行。小4、小5
为单位在小4班进行。各个班准备2~3个节目，可个人或集体。
颁奖与节目表演穿插进行。

系列活动三：“六一”亲子美食节(6.1上午)

以美食和快乐为主题，通过家庭才艺秀和品尝美食，增强亲
子间的感情，体验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共度节日的快乐。

活动时间：6月1日(上午9：00)

活动形式：

首先各班在班内进行家庭才艺秀活动，等活动结束后，于10：
30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自选美食品尝(每班准备一种美食)

美食内容：

1：汉堡屋(小1)

准备：汉堡、火腿肉、色拉、蕃茄、生菜

2：炒菜屋(小2)

准备：各种炒菜

3：水果屋(小3)

准备：各种水果

4：饮料屋(小4)

准备：果珍、阿华田等各种冲的饮料。

5：点心屋(小5)



准备：玉米、芋头、带壳花生、小兔包

猜你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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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在翻斗乐场景中，看看说说小动物的房子，体验寻找小动
物和小动物一起玩的快乐。

2、通过活动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让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

3、愿意参与体育游戏，体验在游戏中奔跑、追逐的乐趣。

4、锻炼平衡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

5、喜欢与同伴合作，体验运动的挑战与快乐。

活动准备：

人手一只玩具小兔、小猫、小狗;三幢自制小房子。

活动过程：

一、看看说说，引起兴趣

1、这是什么呀?有几幢呀?

2、是谁的家?(用三种不同方式引出小房子的主人)

二、找找玩玩，体验快乐

1、你和谁一起玩的?



2、你们一起玩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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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1、初步知道重阳节的基本习俗,愿意和爷爷奶奶一起欢度节
日。

2、激发幼儿尊老爱老的情感,增进亲子关系。

二、活动准备：

大鼓、花球、布置节日气氛的教室、橘子、重阳糕、幼儿作
品

三、活动过程:

(一)、介绍重阳节

(1) 老师引出重阳节主题

(2) 邀请爷爷奶奶来介绍重阳节

师:小朋友们想不想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的爷爷奶奶本领都很大的,我们请他们来告诉我们,好吗?

师生共同邀请部分爷爷奶奶来介绍重阳节的来历和风俗。

注:假如不够详细,老师可补充介绍。

(二)、幼儿表演环节

*歌曲:“我上幼儿园”



*律动:“我的小手”

*歌表演:“小猪吃的饱饱”

*儿歌:“拍皮球”

*歌表演:“两只老虎“

(三)、 互动环节

(1) 击鼓传花

游戏规则:老师背对击鼓,当鼓声停止时,花球落在哪个小朋友
手里,哪个小朋友就和他的爷爷奶奶表演一个节目。游戏反复
进行。

(2) 小脚踩大脚

游戏规则:小朋友的脚 踩在爷爷奶奶的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
看哪一队先走到终点,先到终点的那一队为胜。游戏可反复进
行。

(3) 剥橘子

师:以前在家里,都是爷爷奶奶剥橘子给我们吃,现在我们长大
了,会做很多事情了,今天,我们也来剥个橘子给爷爷奶奶吃,
看一看,哪个小朋友最会剥橘子,剥的最快。

(4) 品尝重阳糕

和爷爷奶奶一起品尝重阳糕,交流一下品种、味道等,并尝试
回家和爷爷奶奶一起制作重阳糕。

(5) 赠送礼物给爷爷奶奶



将自己画的,粘贴的,剪的等作品送给自己的爷爷奶奶,让他们
看到自己的本领,认识到我们在长大。

四、活动结束：

教师表扬和鼓励今天幼儿的表现，让幼儿感受节日的愉悦气
氛。

五、活动延伸：

教师让幼儿回家以后为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做一件鞥所能及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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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懂得关爱爷爷、奶奶们。

2、让爷爷、奶奶们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使孩子们体验到了尊
老爱老的美好情感。

:20xx年xx月x日下午。

:各班教室。

:邀请各大班幼儿的爷爷或奶奶们。

:大班年级组全体幼儿、老师。

1、各班打印好《家长签到表》。

2、园里预先订购若干桔子。

3、班里安排好桌椅的摆放。

1、主持人致辞



主持人讲话，幼儿向班里的爷爷或奶奶们问好并掌声欢迎他
们的到来。

2、幼儿献歌给老人

幼儿为爷爷、奶奶们唱歌曲，如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各班老师而定。

3、观看爷爷、奶奶们的精彩表演

a、事先邀请好个别爷爷、奶奶们表演节目

b、请爷爷、奶奶们与孩子一起表演节目。

4、桔子真好吃

a、每人一个桔子，开展剥桔子比赛。

b、幼儿亲手喂爷爷、奶奶们吃。

c、爷爷、奶奶们喂孩子吃。

5、开展游戏“击鼓传花”

围成一个圆圈，事先说好游戏规则，幼儿与爷爷、奶奶们进
行击鼓传花。

6、教师总结

幼儿送祝福，教师进行总结并向爷爷、奶奶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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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幼儿在感受到大自然完美的同时，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体验团体活动的欢乐

3、加强家园联系，增进家园间的彼此交流

二、活动准备

2、小朋友穿轻便的服装，以方便步行

3、带适量的零食，并每人准备好一个垃圾袋，教育孩子保护
环境的卫生

4、小朋友8：30分来园，并请家长陪同

三、活动时间：

9月15号(星期五)早上

四、活动过程

1、8：30分集中教室告诉孩子秋游地点及一些注意事项，做
好点名工作

2、9点组织本班幼儿排队，以班级为单位徒步去公园

3、组织开展活动

活动一：带领全体幼儿家长游览中塘溪公园观察秋天里大自
然的变化

活动二：团体亲子小游戏

4、活动结束，家长带领再自我孩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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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幼儿用画表现自己在节日中看到的、接触到的或感受
最深的事和物

2、引导幼儿合理地布置画面，初步学习处理远近的关系和画
法

3、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表现能力

教师范例、幼儿绘画用品

导入活动——交代任务、幼儿作画——相互讲评

合理布置画面，处理好远近的关系

一、导入活动

1、小朋友，这几天国庆节过得真快乐，今天老师请小朋友把
快乐的国庆节中经历的事情画在纸上，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
过节的。

2、和好朋友讲讲你在节日里做了些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
看到了什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二、交代任务、幼儿作画

1、把自己的事画出来，画得时候要注意画面内容的安排，近
处的东西画大点，画在下面;远处的东西画小点，画在纸的上
边。

2、教师示范，幼儿观察

3、幼儿安静作画，教师指导



4、教师提醒幼儿注意处理远近关系

三、相互讲评

展示幼儿作品，让幼儿相互欣赏：请幼儿自我评价或相互评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