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音乐课中班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秋
天(优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一

1、学习用自然，连贯的声音唱歌。

2、鼓励幼儿自己创编各种动作表现小树叶飞的形象。

1、秋天景色图片一张，画有大树和许多落叶。

2、《秋天》的歌曲磁带。

3、课前带领幼儿观察秋天的景色，知道秋天到了树叶会变黄，
会飘落下来。

一、导入活动

1、出示树叶，提问：小朋友这是什么？

2、这是老师在地上捡的.，树叶应该在大树妈妈的身上啊，
为什么会掉下来啊？（秋天来了）

二、幼儿学习歌曲。

1、出示秋景图（有大树和落叶），了解歌词大意。



师：你喜欢秋天吗？你觉得秋天美吗？幼儿自由回答。教师
引导幼儿用歌词进行小结：秋天有很多的落叶，树叶到处飞
呀飞，树叶到处飞呀飞，秋天多可爱。

2、欣赏歌曲。

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名字就叫《秋天》，让我
们一起来听听，里面唱了些什么。教师范唱一遍。

提问：这首歌好听吗？你都听到歌里唱了什么？（根据幼儿
的回答老师分句范唱）

3、幼儿学唱歌曲。师：秋天这么可爱，我们宝宝也用最好听
的声音来唱一唱吧。幼儿学唱若干遍。

4、跟随琴声演唱歌曲。

师：现在我们伴随着音乐把好听的秋天唱出来。

三、学习用动作表现歌曲。

1、树叶到处飞呀飞，你觉得它们是怎么飞的？教师引导幼儿
用动作表现小树叶飞舞的形态。

2、幼儿跟着老师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师：现在我们都变成小树叶了，我们一起一边唱一边飞呀飞，
看看哪片树叶飞得最美丽。

飞的时候可不能挤到一块去啦！音乐停止时保持不同的造型。

四、结束部分。

现在我们到大树下再去看看小树叶到底是怎么飞的？幼儿出
教室。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二

1、组织幼儿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2、引导幼儿创编不同动作并合拍地表现树叶飞舞的景象。

3、培养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

4、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新歌。

5、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落叶头饰人手一个，落叶等。

幼儿能自己创编动作。

1、引入

师：老师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想不想去啊?

看看，这个小园子里地上都是什么啊?(树叶)

树叶怎么都地上啊?(因为现在是秋天，叶子都落下来了)

是啊，秋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就都要掉下来了，听——

2、录音机范唱《秋天》

师：秋天真美，那你们知道这小树叶是怎么掉下来的吗?

(幼儿讨论)

我们在来听听歌里是怎么唱的。

3、教师一边洒落叶，一边先念歌词，再唱歌曲。



师：叶子是怎么掉下来的?(幼儿讲讲：飘下来的，飞下来的，
滚下来的等。)

那我们也来做小树叶，来学学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的样子好吗?
树叶落到地上后是怎么样的?(睡地上)

4、幼儿带头饰扮演落叶，模仿落叶的样子。(放录音2遍)

师：小树叶，你是怎么落下来的?(幼儿讲讲)

5、挑选动作好的幼儿做示范。

师：你们的动作都好漂亮!我们在一起做一次!

6、再次模仿动作。(放录音1遍)

7、延伸活动：把不同的落叶归类。

落叶有3种，梧桐树叶，广玉兰树叶，小树叶。请幼儿讲出区
别后，把落叶送到指定地点。

8、小结：

师：现在这个园子里，又干净，又整洁，小落叶都找到了新
家，我们宝宝也回家吧!

9、回教室，结束。

在活动中，我为了避免孩子从头唱到尾，在解决难点四分音
符与感情技巧处理部分，我采用了谈话的方法，让孩子稍微
休息了一会，使活动能够动静结合，孩子们的表现基本上完
成了我预设的目标。当然了，本次活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各位老师和专家多加指点。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三

1.用音乐与姊妹艺术结合的方法，了解什么是音色。

2.了解人声的分类，通过聆听与对比，听辨出人声的类别。

3.激发学生学习竖笛的兴趣，初步掌握基本的持笛、吹笛方
法；能用适中的力度、均衡的气息吹奏短音和连音。

1、学习音色的概念，感受乐器的音色。

2、了解人声的分类。

3、欣赏5首歌曲，分别听辩出人声的分类。

2课时

音色（乐器与人声）的概念与竖笛入门。

第一课时

1、音乐知识：美好的音色——人声的分类。

2、欣赏歌曲：《牧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吐鲁番的
葡萄熟了》、《老人河》、《夜莺》。

一、组织教学：

二、新课教学：

1、自画秋天的色彩：下面请同学们用颜色来描述一下自己喜
欢的秋天，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就行（还可请几位学生到
黑板上随意画）。

2、联想乐器的色彩：启发学生把美术表现的秋天色彩，牵引



到乐器音色的听辨上，由视觉到听觉加以感受，播放大提琴、
双簧管、小号、三角铁等乐器的声音和图片，师小结“什么
叫音色？”

3、听辨乐器的音色，让学生为形容音色的两个形容词“嘹
亮”、“清脆”找到合适的乐器（小号和三角铁）

4、人声的美妙：音乐中使用的乐器都有自己特有的音色，而
人的歌喉也是一各最为自然的特殊的乐器，它也有着美妙的
音色。请同学欣赏纯人声演绎的一首无伴奏合唱《牧歌》，
真切地感受到人声的美妙与魅力，激发学生对合唱和人声的
兴趣，同时又自然过渡到本课音乐知识“人声的分类”的讲
解。

5、了解人声的色彩：童声、男声（高中低音）、女声（高中
低音）。为避免枯燥，每讲解一种都配一个演唱片断，使学
生真实体验而又记忆深刻。

7、激发歌唱欲望：

1）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嗓音来任意模仿各种人的音色。

2）指导学生学会保护自己的嗓子，正确地运用嗓音来和谐地
歌唱，唱出自己的美好心声。

三、小结。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四

1.能一边唱歌一边大胆做动作。

2.能分辨和表现音的快慢。

1.每人一个“树叶宝宝”头饰



2.音乐

一、音乐游戏：小朋友散步

幼儿能听辨不同的音乐做相应的动作，愉快地游戏。

二、教歌曲《大风和树叶》

1.教师朗诵儿歌引导幼儿进入意境。

教师带领幼儿愉快朗诵儿歌。

2.学习歌曲并运用动作表现。

（1）教师将儿歌填入曲中，幼儿倾听。

（2）请幼儿带着愉快的情绪和教师一起歌唱。

（3）引导幼儿跟着磁带音乐一边唱歌，一边做动作。

3.学习分辨和表现音的快慢

（1）教师用钢琴刮奏、模拟风声。

请幼儿猜想：秋叶跳得欢时，会发生什么事？

（2）再次刮奏出快慢不同的风声。

请幼儿说说这两种风声有什么不一样，可以用怎样的动作来
表示。

三、游戏

1.幼儿头戴“树叶宝宝”头饰，自由舞蹈至“秋天多么美”
止。



风声停，幼儿便停止动作。

2.鼓励幼儿大胆参与动作表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五

目的：

1、组织幼儿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2、引导幼儿创编不同动作并合拍地表现树叶飞舞的景象。

3、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准备：

落叶头饰人手一个，落叶等。



重难点：

幼儿能自己创编动作。

设计：

1、引入师：老师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想不想去
啊?

2、录音机范唱《秋天》

师：秋天真美，那你们知道这小树叶是怎么掉下来的吗?

(幼儿讨论)我们在来听听歌里是怎么唱的。

3、教师一边洒落叶，一边先念歌词，再唱歌曲。

师：叶子是怎么掉下来的?(幼儿讲讲：飘下来的，飞下来的，
滚下来的等。)那我们也来做小树叶，来学学树叶从树上落下
来的样子好吗?树叶落到地上后是怎么样的?(睡地上)

4、幼儿带头饰扮演落叶，模仿落叶的样子。(放录音2遍)师：
小树叶，你是怎么落下来的?(幼儿讲讲)

5、挑选动作好的幼儿做示范。

师：你们的动作都好漂亮!我们在一起做一次!

7、延伸活动：把不同的落叶归类。

落叶有3种，梧桐树叶，广玉兰树叶，小树叶。请幼儿讲出区
别后，把落叶送到指定地点。

8、小结：



师：现在这个园子里，又干净，又整洁，小落叶都找到了新
家，我们宝宝也回家吧!

9、回教室，结束。

教学反思

结合季节特点，我班在教室里布置了丰收的果园、落叶拼贴
作品等充满秋天气息的环境。教室的环境都是孩子们与老师
共同参与制作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亲切感、兴趣浓厚、
自然地融入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感受大自然生活的美，感
受语言活动的趣性。

但是我在采用落叶的教具上欠缺了考虑，所使用的落叶卡片
与头饰可以更换真实的叶子，或用叶子做成可以戴在头上、
挂在身上、手上等饰品，使其更生动、有趣，这样孩子的参
与兴趣会更高。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六

1、进一步了解耳朵的作用，懂得保护耳朵。

2、聆听各种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并能用语言表达。

3、学习保护耳朵的基本常识。

音乐、嘈杂的声音音频、课件、眼罩等。

一、游戏导入。

——教师请一个幼儿上来，并戴上眼罩，教师请在座的一个
幼儿喊他/她的名字，请戴眼罩的幼儿猜猜是谁在叫他/她。

小结：我们的耳朵长在我们头的两侧，它的主要作用是听声



音。

二、了解耳朵。

——师：耳朵和眼睛、嘴巴不一样的地方是：眼睛和嘴巴能
闭起来，耳朵可不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声音，耳朵都能听
得见。

——教师播放音乐和嘈杂的声音音频让幼儿听，并问他们喜
欢哪个声音?不喜欢哪个声音？原因是什么？（让幼儿积极回
答）

——有些声音很吵，不好听，我不想听，我们可以怎么做？
（引导幼儿回答，例如：用手捂住耳朵等等）

——我们想听美妙的音乐，可是又不能影响别人，可以怎么
做？（引导幼儿回答：把声音调小、戴耳机等）

——我们的耳朵还能为我们预知危险，当我们在路边行走，
听到后面有汽车喇叭的声音，我们要赶紧让路，靠路边行走。

——师：聋哑人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他们之间的交流只能
用手语来实现。

小结：我们的耳朵是非常重要的五官之一，没有了耳朵，我
们将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耳朵。

三、学儿歌。

——师：大家都知道了要保护我们的耳朵，那应该怎么保护
它呢？（教师表扬幼儿的发言并做小结）保护我们耳朵最重
要的就是不能随便挖耳朵。

——教师用欢快的节奏念儿歌。



——教师带领幼儿边打节拍边念儿歌。

游戏导入环节也可以让幼儿戴上眼罩，教师敲打乐器，让幼
儿通过声音辨认乐器。

教师可以教幼儿一些简单的手语或手语歌，激发对聋哑人的
关爱之情。

区角活动

益智区：投放一些简单的乐器或者自制的乐器和眼罩，让幼
儿玩“用耳猜物”的游戏。

语言区：投放幼儿图书让幼儿阅读。

主题展示区：贴上如何保护耳朵的图片。

请家长回家后跟幼儿玩一些听力类训练的游戏。

引导幼儿区别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声音。

学唱《感恩的心》并学习用手语表现歌曲。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七

愿意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和动作，体验音乐活动的乐趣！

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现
能力。

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电脑动画、胸饰、音乐

一、歌表演：看朋友引入



二、看看哪些动物朋友来了？幼儿猜猜

三、红红的鸡冠，早上早早起，是谁？

动画演示：和公鸡打招呼！

你们好，我是怎么唱歌的？（幼儿自由模仿）

公鸡，公鸡，喔——喔

依此推出：小羊、小狗、小猫

四、我们听见小动物的叫声，全靠什么呢？

五、那我们两只小耳朵来听听小动物唱的歌吧！欣赏歌曲

六、你听到小动物怎么唱的？(幼儿随意唱唱)

七、老师的两只耳朵听见了，我也来唱唱

八、小朋友也来和小动物一起唱歌。

九、小动物，一边唱，一边还做动作呢！师生边唱边表演。

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一起来唱歌（戴胸饰表演）

还有许多小动物唱歌声音很好听的，启发小鸭子怎么唱
的？……

那我们去找更多的小动物唱歌，看，它们都走来了……（表
演：走路，自然结束）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结合音乐本身的要素，让幼儿感
受到不同的音乐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学习音乐、享
受音乐，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音乐的情感体验，才



能达到音乐教育“以美感人、以美育人”的目的。幼儿的演
唱效果很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了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能力。通过成功的音乐活动，会提升孩子们对音乐活动的兴
趣，也能提升一些能力较为弱的孩子对音乐活动的自信心。

秋天音乐课中班篇八

结合季节特征，设计秋天的主题网，其中设计了这个音乐活
动,让小朋友在音乐声中,体会秋风细雨所营造的音乐美，中
班音乐活动《秋天的落叶》。活动中尝试运用奥尔夫音乐教
学声势、肢体律动等理念,以培养幼儿的创造性能力为主,鼓
励幼儿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幼儿的发散性思维,运用即兴创
造,让幼儿能积极地参与活动,表露真情实感,让幼儿运用语言
及身体的动作去表现音乐,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体会欣赏到音
乐的美感.

1. 运用不同的声势和肢体律动表现不同的音乐段落。

2. 通过音乐欣赏启发幼儿分析、想象、思考、判断的能力,
培养对音乐的感知以及合作能力，幼儿教案《中班音乐活动
《秋天的落叶》》。

3. 在参与活动中体验到积极愉快，恬静柔美的情绪情感。

1. 音乐:《小树叶》、《秋天的落叶》

2. 塑料袋若干

3. 树叶胸饰每人一个

通过 感受乐曲的意境美，体会小树叶由害怕变勇敢的精神，
激发幼儿不害怕事物的情感。

（一）分段欣赏和表现树叶飘落、被雨淋、跳舞的情景。



1． 欣赏a段，启发幼儿想象并表现树叶飘落

2． 欣赏b段，启发幼儿想象并表现树叶和雨嬉戏的场景。

3． 欣赏c段，启发幼儿想象并表现树叶转圈跳舞欢乐的样子。

4． 欣赏a段 启发幼儿想象并表现树叶宁静美。

（二）完整表演落叶快乐的一天。

1．完整欣赏音乐，感受秋风细雨中树叶跳舞的情景。

2．激发幼儿用身体，大胆表现音乐。

1． 美工区投放树叶、颜料等材料感受秋天的色彩美。

2． 在表演区投放能发出声音的日常用品和有关秋天的音乐，
让幼儿创造发现生活中的音乐，感受音乐的神奇美。

3． 在自然角投放秋天的果实，感受秋天的硕果累累，是个
丰收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