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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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篇一

1、学习歌曲的基础上，能感知ab两段音乐的不同，并唱出a
段欢快的音乐，b段优美的音乐。

2、能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演唱。

3、产生热爱音乐、热爱自然的情感

1、 材料准备：录音机、磁带等。

2、 经验准备：谈话活动：了解什么是郊游，初步对郊游的
活动产生向往。 活动过程：

兴趣，游戏导入

教师与幼儿一起回忆郊游的快乐，

1、教师范唱或放歌曲录音

2、歌唱：《郊游》

（1）教师与幼儿一起回忆郊游的快乐，引导幼儿说唱歌词。

（2）放录音带《郊游》，引导幼儿听出有两段"不同的"音乐。

（3）学唱歌曲，教师用不同的动作带幼儿唱歌，让幼儿感知



歌曲的节奏和ab两段不同的"情绪"。

（4）教师与幼儿一起按歌词合节奏地进行歌表演。

大家唱得真棒，我们想想春天的天空是怎样的？春风吹拂在
身上是怎样的.感觉？在这样美好的季节我们去郊游你的心情
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歌唱？ 重点提示幼儿注
意：白云飘飘，春风柔柔…….的唱法，要求声音轻柔、甜美。

4、教师用琴反复教唱，指导幼儿找出歌曲相同部分。

5、随音乐伴奏带演唱歌曲

1、 刚才我们高兴的唱着歌，来到了这么美丽的地方，此时
此刻你们想干什么？（游戏）

2、听音乐即兴表演：划船、钻山洞、拍手、过小桥……等等，
教师适时指导

3、分组边唱边表演郊游动作。在旋律相同部分做相同动作。

大家玩的很开心，可是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起乘火车回家吧！

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篇二

1、在音乐和游戏的情景中，感受到郊游的轻松愉快。

2、掌握x x xx x这一节奏，并用肢体动作创造性的展现。

3、在理解歌词的基础上，学习正确使用乐器节奏，感受a段
音乐的欢快和b段音乐的优美。

录音机、磁带、节奏展示板、水果贴画、乐器。



一、开始部分

播放音乐《郊游》教师带领幼儿进入活动室，并表现郊游的
情境。

谈话活动：教师与幼儿谈论春天郊游引出歌曲《郊游》。

现在是什么季节啊？

今天给小朋友门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啊是和郊
游有关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二、基本部分

1、欣赏歌曲《郊游》让幼儿体验歌曲欢快情绪，感知歌曲节
奏。

刚才有没有发现歌曲中有哪些部分不一样的？再来听一遍歌
曲。

2、小朋友们发现歌曲一开始比较欢快中间部分比较优美最后
一部分又变的欢快了对不对？小朋友们真聪明！

3、引导幼儿创编动作进行表演，跟着音乐加上动作来表演一
下。

4、出示节奏展示板，认识节奏并让幼儿正确的打节奏。

1）（出示节奏展示板）有没有哪个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啊？

这是节奏象（认识小节线）这样的符号x我们读“哒”xx象这
样两个挨着下面画横线的我们读“哒哒”要连起来读，象这
样x―的我们要把“哒”拉长，下面来跟老师一起一边拍手一
边练习一遍。



2）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打的前面两小节节奏是一样
的然而后面的就不一样了为了区分开来我们就用红红的小苹
果来表示，后面的就用黄黄的梨来表示，（重复的地方让幼
儿粘贴）接下来的这几小节和前面的都不一样我们就用绿绿
的小西瓜表示。

5、认识乐器并让幼儿讨论配器方案，为歌曲伴奏。

1）认识乐器，并教幼儿使用乐器。

2）刚才我们贴苹果的地方我们用双响筒伴奏，贴梨的地方用
响板来伴奏，贴西瓜的地方用沙棰来伴奏。并分别用乐器来
打节奏。

三、结束部分

游戏：《小小音乐会》

教师扮演指挥家，幼儿扮演小演奏家一起给歌曲伴奏。

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篇三

1、学习看图谱，按图谱有控制地演奏。

2、根据乐曲的变化设计配器方案。

3、体验共同演奏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乐曲图谱、铃鼓、双响筒、圆舞板等。

一、律动导入

1、引导幼儿发现歌曲的动作节奏。



师哼唱，请一个幼儿示范。

二、引导幼儿看图谱，用身体动作表现节奏型

1、观看a段图谱：我们先看a段，上面有什么？（脚印、手）
表示什么？（可以踏脚和拍手）你怎么用这些动作表现节奏？
（请一幼儿示范）全体幼儿学习a段的节奏型。

2、分析b段节奏型：这是什么符号？（出示波浪线）可以怎
么表现？（摇或晃的动作）请一幼儿示范。

3、引导幼儿发现结束句不同的地方。

师：后面的a段和前面的.a段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请小朋友来示范一下可以怎么做？（全班幼儿练习一次）

4、视情况而定：哼唱，幼儿做动作一次或跟着音乐做动作一
次。

三、启发幼儿探索乐曲的配器方案

1、启发幼儿说说乐器特点。

师：“瞧，我请来了三种乐器（出示铃鼓、双响筒、圆舞
板），你们说说，它们的声音有什么不同的特点？”（铃鼓：
可以拍、摇、晃。比较抒情；双响筒：高低音，像脚步；圆
舞板：声音短促）

2、为乐曲配器。

师：“你们觉得a段适合用什么乐器呢？a段适合用双响筒；
（贴上双响筒的图标）b段的比较抒情，适合用什么乐器？
（铃鼓）最后的部分我们要让歌曲更热闹些，可以怎么做？
（用上全部的乐器）



四、幼儿尝试用乐器演奏

1、师哼唱，让幼儿学习用乐器演奏整首歌曲。

师：“请小朋友轻轻地请出小乐器，我们试试用乐器演奏一
遍吧。请认真看图谱，注意什么时候要轮到哪种乐器演
奏。”

2、指出演奏的不足，连贯地演奏一遍。

3、跟着音乐，看图谱完整地演奏1―2遍。

师：“我觉得小朋友可以听音乐来演奏了，我们来试试
吧。”

4、幼儿看指挥演奏1―2遍、

师：“小朋友真棒，现在我有个更难的，请小朋友不看图谱，
眼睛看着老师的指挥，把乐曲演奏一遍，可以吗？”

五、结束活动

师：“请小朋友带好自己的小乐器，不发出声音，到教室轻
轻地放好小乐器吧。”

本次音乐活动是一个歌唱活动。《郊游》这首曲子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它是aba结构，第一段和第三段是一样的，活泼欢
快，中间第二段比较柔和，唱了郊游的风景。活动开始我以
谈话导入，引导幼儿说说郊游地的风景，根据幼儿的回答我
用简笔画的形式画了下来，从而引出第二段歌词。接着我用
动作引导幼儿说出了第一、第三段的歌词。歌词理解后，让
幼儿通过听教师清唱初步熟悉歌曲旋律，然后再用钢琴伴奏，
一句句学习歌唱。等唱了两到三遍后请幼儿编动作，边表演
边唱，这样比较能帮助幼儿记住歌词。虽然大多数幼儿能大



概将歌曲唱出来，但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觉得兴趣缺缺；
而且后面边表演边唱，孩子们会分散注意力，反而唱的更少
更轻，应该在幼儿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再加动作比较好。

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篇四

（二）活动主持者：园长、教师、家委会委员

（三）活动对象：小班、中班幼儿及家长、教师

（四）活动时间：20xx年4月22日

（五）活动地点：夹山茶叶基地

（六）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运用不同的感官感知与探索周围的自然环境，感
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

2、通过让幼儿观察周围环境，让幼儿能感受到自然环境的美，
并喜欢周围环境。

3、开拓幼儿视野，增长知识，亲近自然、感受生活，让幼儿
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增强环保意
识。

4、为父母和孩子有创设一个情感交流的机会，增进家长与小
朋友之间的亲子感情。

5、通过郊游活动拉近幼儿园与家庭的距离，使家庭与幼儿园
的教育融入到一起去。

（七）活动准备



1、活动前通知家长做好准备，给孩子穿上园服，带一套衣服、
毛巾、帽子及去游玩所需的物品，自带饮用水等。

2、准备好幼儿来园、离园登记表，郊游时所需的纸巾、药品
等等。

3、为每一位家长准备一个装垃圾的袋子。

（八）活动的具体步骤与过程

1、家长来园集中。做好登记工作，让每位家长都把当天所使
用的手机号码写下来。发给家长每人一张郊游须知。

2、家长到齐后，向家长讲述特别要注意配合的地方：

a、一定要注意幼儿的安全，防止走失，不要让幼儿去池塘或
水池边玩。

b、全部家长到达目的地后，跟着本班老师，不要自已走开了，
统一进园。

c、进园后，要听老师及导游的安排。

3、到达目的地后组织家长进园并再一次统计人数。

4、休息时间，让幼儿与家长们坐一起与同伴们分享自己带来
的食物，家长指导幼儿把垃圾放到垃圾筒里或放在垃圾袋里，
不要随地乱丢。

5、开展爱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活动，大家一起把夹山茶叶基
地的草地上的垃圾捡干净。

6、返回幼儿园。



7、家长登记好离园时间后，离园。

8、郊游活动结束。

（九）后续活动

1、语言活动：讲述一位名人的故事，由家长当评委，对每一
个孩子的表现进行评价。

2、绘画活动：大组画，教师、幼儿及家长一起画“美丽的夹
山茶叶基地”。

3、想象活动：教师、家长鼓励幼儿大胆地想象，“未来的夹
山茶叶基地会是什么样子”。

4、家庭活动：多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让孩子多观察，多说
一说自己看到的，家长适当的向孩子讲解。

大班合作真快乐教案篇五

通过引导幼儿用乐器表现音乐，培养幼儿的节奏感，感受乐
曲中的欢快和抒情，激发幼儿对打击乐的兴趣和对春天美的
感觉。

1．会唱歌曲。

2．乐器(小铃、串铃、木鱼)。

(一)歌曲《郊游》

t：秋天来了，让我们出去走走，去郊游，用歌声告诉大家你
看到了什么

(引导幼儿回忆歌曲，唱出欢快和抒情的对比感觉。)



(二)动作表现《郊游》

l集体动作表现歌曲节奏

2．分组动作表现歌曲节奏

t：去郊游要请老师走在前面，小朋友跟在后面，导游为我们
介绍风景。老师在前面拍手，小朋友跟在后面拍腿，导游带
我们去看白云(拍手和晃手)。(幼儿分组担任角色，动作表现
属于自己角色的节奏。)

(三)乐器表现《郊游》

1．为角色配器

t：小乐器也想和我们一起去郊游，有小铃、串铃和木鱼，听
听它们唱歌的声音为老师选一个乐器为小朋友和导游也选一
个乐器。(引导幼儿根据音乐为老师、导游和自己选择合适的
乐器。)

2．乐器表现

t：带上你的乐器跟着音乐去郊游。听音乐分组操作乐器，老
师指挥。

t：换一个角色，换一种乐器试一试。(交换乐器再次演奏。)

操作提示：

为三个角色找乐器时，老师可引导幼儿根据角色需要配上合
适的乐器。例如：老师走在前面用小铃让后面的小朋友知道
前进的方向，在郊游时跟着老师不迷路；’为小朋友选择木
鱼，因为木鱼的声音“的.笃的笃”就像在走路；为导游选择
铃鼓，摇奏的时候就好像白云在天上飘过。用生活经验解释



配器，为抽象的声响赋予情景，既便于幼儿操作，又能增强
幼儿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