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 幼
儿园音乐活动教案(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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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一

1、本活动指向对象为小班上学期的孩子,考虑到“听辩音的
高低”是孩子们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音乐能力之一,所以以此
作为本次活动的目标。

2、在活动过程的安排上,本着“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的原则,从听辩一个八度以上音的高低,到听辩五度、三度等
音高相差较小的音,再加进音色的干扰因素,听辩不同音色的
音的高低,最后,通过游戏,辨别音高的变化,初步感知音的上
行与下行。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引导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完
成了对音高的探索。

3、在教育方法的运用上,考虑到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尽量采用
直观形象和游戏的形式。比如,音的高低对孩子们来说是个非
常抽象的概念,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不能理解,但是高人、矮人
的视觉形象就很容易理解,当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相联系时,
抽象的东西也变得形象了,孩子们很容易就能运用动作把自己
感受到的音高表现出来。同时,在活动过程中充分运用游戏的
形式,也有助于延长孩子的注意时间,提高孩子们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

学习听辩音的高低。

高人、矮人图片,《小手爬》录音带



一、通过视觉形象,引导幼儿感知听觉形象,听辩一个八度以
上的音。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高人、矮人的形象。

3、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声音的高低。

二、练习听辩音高相差较小的音。

1、听歌曲《青蛙唱歌》,问:大青蛙和小青蛙谁的声音高?谁
的声音低?

2、用身体动作表现。

三、练习听辩不同音色的音的高低。

2、表演唱《碰铃和大鼓的歌》,并用动作表现声音的高低。

四、音乐游戏《小手爬》,辨别音的高低,初步感知音的上行
与下行。

1、边唱歌词边做动作。

2、用“啦”音演唱,并随音高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动作。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二

1、感受乐曲欢快的特点，并能利用图谱理解乐曲的结构和节
奏型。

2、能在老师的引导下，为乐曲创编配器方案。

3、初步学习看指挥合作演奏，体验与同伴合奏的乐趣。

1、幼儿有进行过打击乐的教学活动



2、铃鼓、圆舞板、小铃、图谱、音乐

1、导入。

老师：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今天森林里要召开―场音乐会！
有许多的小动物都想来参加，那到底有哪些小动物会来参加
呢？请小朋友听音乐。

2、幼儿欣赏音乐。

3、欣赏完毕提问。

老师：你们听到了都有谁来了呢？（鸟类，青蛙，各种各样
的虫子等）

老师：到底谁来参加今天的音乐会了呢？请小朋友看看今天
的演出节目单。

1、提问出示图谱。

老师（轻轻问）：节目单上都有谁呀？

老师（出示图片）问：青蛙、小鸭子还有（小孔雀~）

2、请个别幼儿根据图谱分别来做一做小鸭子、小青蛙和小孔
雀的动作。

老师：

（2）第二个节目是小鸭子跳舞，那她又是怎么跳的呢？（幼
儿集体看图谱拍手）

（3）让我们看一看第三个节目是谁带来的？孔雀会为我们带
来什么节目呢？小孔雀是怎么开屏的呢？让我们学一学。
（看图谱做动作）



教师：三只小动物为我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我们小朋友和
它们一起做一做好吗？（教师指挥看图谱完整拍手）

3、组织幼儿进行音乐会第一次彩排。

老师：第一次彩排可难了，要请小演员一边看指挥拍手一边
还要听音乐，你们能不能做到?

老师：哎？你们发现这只青蛙怎么啦？这只青蛙跟它们有什
么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位置不一样，青蛙跳出来表示乐
曲结束了，要谢幕了~)

4、再熟悉一遍音乐，强调最后一只小青蛙的节奏。（琴声）

老师：那我们再来一次能不能把最后一只青蛙拍准？

5、跟音乐拍手

老师：现在我们要加大难度啦，音乐速度变快了，小朋友愿
不愿意挑战啊？

老师：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彩排了。第二次的彩排，指
挥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这次新的任务是什么呢？请看~
（拿出乐器）

1、认识乐器，介绍使用方法。

老师：今天指挥带来了几种乐器，这是什么呀？（小铃，圆
舞板，铃鼓）

老师：它们分别怎么使用？

2、讨论配器方案

老师：那小青蛙的地方你想用什么乐器演奏？小青蛙脚蹼的



地方你想用什么乐器

老师：大鸭子的地方可以用什么乐器演奏？两只抱在一起的
小鸭子的地方可以用什么乐器？

老师：孔雀的地方可以用什么乐器？孔雀羽毛的地方呢？

小孔雀你想用什么？

（例如圆舞板可以给青蛙伴奏、小铃给小鸭子伴奏、铃鼓可
以给孔雀伴奏）

3、合奏。

（1）看老师的图谱听音乐进行初步合奏。

（2）交换乐器演奏。(待定,看幼儿学习情况）：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三

一、活动目标：

1、感受乐曲欢快的情绪，回忆包元宵的情景，做出相应的动
作。

2、探索用不同力度表现揉面（重）与搓元宵（轻）的动作，
并能在音乐伴奏下有节奏地做出动作。

3、体验欢乐、热闹的节日气氛和劳动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1、做元宵的经验。

2、熟悉《做元宵》歌曲。



3、将板凳围成“u”字型坐。

4、《卖汤圆》歌曲。

三、活动过程：

1、利用《卖汤圆》歌曲，激发幼儿对做元宵的兴趣。

2、与幼儿一起讨论做元宵的步骤和过程，丰富感性经验。

3、引导幼儿欣赏歌曲，充分感受乐曲欢快的情绪，并回忆包
元宵的情景，做出相应动作，教师将动作加以提炼，并用语
言辅助，如“用力揉”、“轻轻搓”、“数一数”、“真高
兴”。

4、教师随幼儿一起做动作，启发幼儿探索用不同力度表现揉面
（重）与搓元宵（轻）的动作并能在音乐伴奏下有节奏地做
出动作。“数元宵”和“表示高兴”的动作可让幼儿自由创
编并做出，鼓励幼儿相互学习。

四、活动总结：

幼儿开展“闹元宵”庆祝会，幼儿分为集体、小组或个别表
演这个律动，并品尝元宵体验欢乐，热闹的节日气氛。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四

1．能用活泼、愉快的声音唱歌。

2．与同伴共享新年带来的喜悦。

1．幼儿已经参加了新年游园活动，体验了游园活动的.丰富
多彩和过新年的喜悦。



2．锣一面，鼓一个。

1．让幼儿畅谈过新年游园活动的感受，引出课题。

2．新授歌曲《新年到》。

教师有表情地范唱。

师幼共同边听音乐边按节拍朗诵歌词，帮助幼儿熟悉曲调。

幼儿学唱。

幼儿有表情地演唱。

3．幼儿创编拜年动作，增加歌曲的演唱兴趣。

4．幼儿自由地找好朋友表演唱歌曲，与同伴共享新年带来的
喜悦。

鼓励幼儿向家人及亲戚演唱此歌曲，与每一个人共享新年到
来的快乐。

能唱清楚歌词，会用动作表示“恭喜”。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五

1·知道爱清洁、勤洗澡有利于身体健康。

2·乐意在成人的帮助下尝试学习自己洗澡。

3·会随着音乐有表情地进行游戏活动。

1·小动物头饰：猪小弟，小兔，小羊，小猫，小猴若干；

2·多媒体课件。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猪长得什么样子吗？你们喜欢小猪吗？
（出示玩具小猪）

脏兮兮的小猪你喜欢和它做朋友吗？（不喜欢）

小朋友不喜欢和小猪做朋友，那么小动物愿意与小猪做朋友
吗？请看。

1、欣赏第一段音乐，了解歌曲内容，并用歌声和动作表现

小朋友，猪小弟呀猪小弟，要和谁来做游戏？（小兔子）

小兔子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小兔说：“哎呀呀，你的身上都是泥，快去洗洗吧。”）

我们一起边唱边表演一下吧。

2、欣赏第二段音乐，了解歌曲内容，并用歌声和动作表现

小朋友，猪小弟呀猪小弟，要和谁呀做游戏？（小羊）

小羊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小羊说：“哎呀呀，你的脸上
脏兮兮，快去洗洗吧。”）

我们一起边唱边表演一下吧。

第三段、第四段方法同上。

3、欣赏第五段、第六段音乐，了解歌曲内容，并用歌声和动
作表现

猪小弟找到朋友了吗？为什么？（因为它身上太脏了）

小猪应该怎么做？（去洗澡）



猪小弟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一起边唱边表演一下吧。

4、引导幼儿理解爱清洁、勤洗澡有利于身体健康

小朋友，你喜欢什么样的小猪？（干净的）为什么？

（因为勤洗澡、爱清洁、讲卫生，我们才不会生病，我们的
身体才会棒棒的。）

1、第一遍游戏

老师扮演猪小弟，幼儿分角色随音乐边唱边表演。

2、第二遍游戏

选一幼儿扮演猪小弟，其他幼儿分角色随音乐边唱边表演。

1、交流讨论

小朋友，你们在家经常洗澡么？那你是怎么洗的？（…）

2、用儿歌小结洗澡的方法

边学说边做动作：

洗头发洗头发，洗洗洗

搓胳膊搓胳膊，搓搓搓

擦后背擦后背，擦擦擦

洗脚丫洗脚丫，洗洗洗



老师这里有许多动物玩具，你们每人拿一个，我们一起来给
小动物洗洗澡吧！（边洗边说儿歌）结束活动。

幼儿园音乐活动钻山洞教案反思篇六

1、感受人的不同表情，学唱《表情歌》。

2、学习歌曲，能根据指定的情绪创编新的歌词和动作同时配
以相应表情。

表情图：高兴、生气、难过。

1、学习歌曲

（1）出示表情图，请幼儿说一说，做一做自己高兴、生气、
难过时的表情，动作。

（2）老师示范演唱歌曲。

（3）请幼儿练习歌曲中的节奏部分。

（4）幼儿跟老师一起唱歌，节奏部分要拍整齐，要把高兴的
心情用表情表现出来。

2、学习齐唱

（1）练习齐唱，请一名幼儿唱第一、二句其他小朋友唱第三
句。

（2）学习打节奏xx x |xxx|

3、创编歌词

（1）老师指定一个表情，如生气，请小朋友们创编生气时的



动作并编成歌词唱出来。

（2） 全体小朋友围成一个圈，由老师或小朋友确定一种情
绪，幼儿依次创编歌词和动作，用领唱、齐唱的方式演唱，
轮流几个人后，再换一种情绪，请大家创编。

在美工活动中画“表情”。

活动反思：

本节课能抓住幼儿特点，运用歌曲创编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
力、创造力，让幼儿对音乐感兴趣，想创编会创编。幼儿能
完全接受歌曲节奏、旋律，兴趣高涨，自编自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