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 大班音乐歌唱
活动教案(优秀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一

一、设计意图：

节奏概念是模糊、抽象的，幼儿难以理解的。针对这一特点，
我尝试着从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入手，将音乐融入趣味性的
游戏活动中，帮助幼儿直接感知音乐的节奏，以此来提高这
方面的能力。因此，特设计了本次活动。

二、活动目标：

1、感受乐曲的特点，找准节奏。

2、学习用生活化的乐器“鼓”和“鼓槌”进行演奏。

3、能看指挥、听音乐、看图谱演奏打击乐器。

重点：听音乐找准节奏。

难点：用乐器按节奏进行打击演奏。

三、活动准备：

1、生活化的“鼓”“鼓槌”每人一份



2、《军队进行曲》选段

3、图谱

四、活动过程：

（一）和音乐做游戏

1、听着音乐神气的走进活动室。

师：“小朋友，刚刚的音乐好听吗？我们用身体来和音乐做
游戏吧！”

2、教师带领幼儿听着音乐做动作。

3、难点前置

（1）听音乐在dom的时候走动，在tak的时候立刻停住。

（2）幼儿熟悉音乐节奏后提升难度，加上转身。

（二）认识乐器及其演奏方法

师：“刚刚我们用身体和音乐做了游戏，除了身体还能用乐
器来和音乐做游戏呢！来看看老师为你们准备的乐器，认识
吗？”

师：“它可以怎么玩？请你们自己玩一玩”（幼儿自由的敲
乐器）

1、认识dom音和tak音

师：“在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和曲子里差不多的两个声
音？”



（1）幼儿边说教师边敲

小结：响一点的音和敲鼓面的声音差不多，轻一点的音和敲
鼓槌的声音差不多。

师：“我们来给它们取个名字吧！”（dom）（tak）

2、分段学习乐曲《军队进行曲》选段。

3、合音乐完整演奏。

（三）分组分段演奏

1、将幼儿分为2~3组（或男女分组）。

第一组演奏第一段，第二组演奏第二段，最后一起演奏第三
段。

2、交换演奏。

（四）结束退场

师：“你们想不想学一学小士兵？带上小鼓像神气的小士兵
一样回教室表演给其他小朋友看一看！”

五、特色体现：

教师要善于利用幼儿身边的物品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筷子、
牛奶箱、泡沫箱等物品都是幼儿生活中常见的用品，我把这
些工具拿来作为活动的素材，同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为了
让每个幼儿都能看清老师的动作和指挥，我采取了“单圈马
蹄形”的演奏队形。难度上，为了让幼儿学会并掌握打击方
法和节奏，我选择了图谱法，分段出示图谱让幼儿看图谱、
看指挥逐步学习打击乐，引导幼儿拿着乐器和着音乐学习敲



打出好听的节奏。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在反复哼唱自我名字的过程中产生自豪感和愉悦感。

2．能经过变化歌曲的快慢速度用欢乐的情绪演唱，体验歌曲
节奏的变化和团体游戏的趣味，体验歌曲旋律的流畅和接龙
形式的趣味。

教学重点：掌握歌曲的旋律，学习填词哼唱。

教学准备：

1．两个人物手偶（汤米、杰西卡）、伴奏音乐。

2．幼儿每人一张名字卡（贴胸前）。

教学过程：

一、律动《你真牛》进场。

1、听旋律跟教师拍节奏。

2．互动游戏：介绍自我的名字。

三、分段熟悉旋律和歌词

1．熟悉a段旋律和歌词

（2）教师再次演唱a段歌曲，提问：汤米在唱的时候，像在
做游戏，你觉得他像在做什么游戏！



2．熟悉b段旋律和歌词

教师出示手偶（杰西卡）并演唱b段歌曲，提问：汤米的妹妹
叫什么名字？她是怎样介绍的？（在回答问题的过程，让幼
儿了解名字两个字与名字三个字的不一样唱法）

3．辨别a、b段旋律不一样的地方（经过听辨、模唱，掌握旋
律中的难点并唱好音准）

四、学习完整演唱，初步学习接唱

1．幼儿完整学唱。

2．幼儿分主角进行接唱。

五、学习填词演唱

1．把握填词演唱的要点

a．想一想，自我的名字是几个字的？两个字该怎样唱？三个
字该怎样唱？

b．再想想，名字最终一个字是什么字？（再次帮忙幼儿掌握
名字两个字与名字三个字的不一样唱法）

2．在琴声的伴奏下，请幼儿轻声填词哼唱自我的名字。（让
幼儿自由尝试，自主检查自我的学习情景）

3．教师示范填词演唱自我的名字为幼儿做了示范。

4．请个别会唱的幼儿（两个字、三个字名字的小朋友）上台
填词演唱自我的名字。

5．请两名（或四名）幼儿以接唱的形式填词演唱自我的名字



六、自豪地演唱自我的名字

以接龙演唱的形式全体幼儿把自我的名字用歌唱的方式一一
介绍给大家。

七、延伸环节

引导幼儿将自我喜欢的动物、物品等唱出来

附歌曲:

《把我的名字唱出来》

1=c24

2432|1523|1—||11|2432|55|5634|

来来我是汤米汤米米米米米

22|2432|1ⅰ76|5432|10|11|2432|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来来我是杰西

55|5634|22|2432|1523|1—||

卡呀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三

有个老爷爷特别喜欢捏面人，他捏的面人可好看了。瞧！这
是谁啊？（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

师：这些面人见到我们小朋友可高兴了，我们用好听的歌声
向他们问好！



过渡：捏面人的老爷爷本领大，捏出来的面人把眼看花，捏
的什么呀？

二、授新课

1、师用圆舞板以快板的形式

师问：捏一个猪八戒干什么？

幼回答：捏一个猪八戒吃西瓜

师问：捏一个唐僧干什么？

幼回答：捏一个唐僧骑大马

师问：捏一个沙和尚干什么？

幼回答：捏一个沙和尚挑着箩

师问：捏一个孙悟空干什么？

幼回答：捏一个孙悟空变戏法

2、师引导幼儿完整说一遍

师：捏面人的老爷爷真是本领大，真的这样吗？我们一起来
听一听。

3、师唱歌曲提问：你听到什么了？

你还听到什么呢？你们仔细听听！

4、师再次范唱

提问：你们仔细听听，最后一句有什么特别的呢？



幼儿回答

师：谁愿意来试一下？

5、师示范边唱边做动作（最后一句）

6、幼儿练习3遍

过渡：因为这个捏面人的老爷爷是北京人，所以唱歌时带有
浓浓的京味。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唱一唱。

7、师唱响一点，幼儿跟唱（2—3遍）

师：谁来说说这首歌与平时唱的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幼
儿回答）

师小结：这种既有说又有唱的歌曲叫说唱歌曲。

师：现在我们再把这首说唱歌曲练习一下。

幼儿再练习2遍

三、小朋友真能干，现在我们来分成两部分，说的和唱的分
开，一部分小朋友唱唱的部分，一部分小朋友说说的部分。

1、表演

要求说的部分的幼儿要边说边做动作。

2、交换角色表演

3、男女生练习

四、创编



1、捏面人的老爷爷本领这么大，还会捏什么呢？（捏一个小
狗汪汪叫---------）

幼儿仿编

师把幼儿仿编的歌词唱进歌曲

2、开火车仿编

师再以开火车的形式把幼儿仿编的歌词唱到歌曲里。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四

在难点学习中幼儿的兴致十分高，活动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
是说唱和京韵两合体，是幼儿熟悉的故事情节，所以幼儿十
分的感兴趣，有了兴趣，幼儿就能跟着我的步骤学下来。活
动中我运用了观察法、演示法、引导发现法、问答法、图片
法等方法帮助幼儿学习。歌曲中的念白部分，也是歌曲比较
重点的部分，把这个难点前置，为后面的整体说唱打下基础。
活动中通过教师的范唱、戏剧表演、角色变化等方式学习歌
曲。让幼儿在形式多变的情境下练唱不觉得枯燥乏味。使课
堂气氛活跃欢快，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歌曲。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五

2.能小组协商设计绘制节奏谱，会看节奏谱分组合作演奏;

3.在与同伴产生意见分歧时能少数服从多数，安静专注地倾
听与演奏。

1.经验准备：幼儿能够表述自己快乐的事情

2.物质准备：纸、笔(每组各一份)、图谱



一、“闯关”游戏情境导入。

二、游戏“闯关”。引导幼儿进一步感知音乐和8分节奏。

1.第一关：猜职业

师：“演奏会上会邀请很多客人，请你做观众看一看，猜猜
会有哪些职业的客人来参加演奏会呢?”

(动作：炒菜)师：“哐当哐当哐当......”

2.第二关：学一学

3.第三关：演奏顺序弄清楚

师：“既然是级别很高的演奏会，在演奏的时候还要注意一
定的顺序，刚刚演奏的顺序是什么?”

小结：火车厨师，火车工人，火车理发师。

三、游戏：快乐身体演奏会。

1.第四关：演奏自己快乐的事情。

2.闯关要求

(1)3人一组，每人记录一件快乐的事情画在1张纸上，一共3
件快乐的事情。

(2)画好以后请你们找到自己组的展示板，在小红旗后面的横
线上把你们的纸排整齐，谁第一个，谁第二个，谁第三个。

3.幼儿分组设计演奏方案、排练演奏。

4.各组介绍自己的演奏方案，集体解决问题，随乐完整演奏。



四、结束环节：一起参加演奏会。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六

十月份班内开展了“大中国”主题活动。在这个主题活动中
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火箭，从中华健儿勇夺奥运奖牌到我国的
名胜古迹，从国粹京剧到剪纸……孩子们的发现越来越多，
感受也越来越多。这段时间，孩子们看了电视《李小龙传
奇》、《少林寺传奇》后，对中国功夫产生了极大兴趣。于
是，我设计了这节活动，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我国传统的武
术文化，萌发幼儿爱国的情感。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七

诗琪在家学了钢琴，早餐后都喜欢拿出琴谱来练。周围都围
了很多小朋友，就有小朋友发现：琴谱上有很多一条条的线。
练琴的幼儿都认得它是五线谱。于是小朋友都跑来告诉我："
老师、老师，我们发现五线谱也是线啊!"我见幼儿的兴趣很
高，而且五线谱也是生活中的线。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让
幼儿更多的了解五线谱。

1、引导幼儿认识高音符号及低音符号，知道各个音所处的位
置。

2、学会各个音。

3、启发幼儿从五线谱中想到其他生活中的线，有科学探索精
神。

4、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

5、熟悉乐曲旋律，并用相应的动作进行表演。

1、出示琴谱，让幼儿观察琴谱中有什么，引起幼儿兴趣。



2、引导幼儿说出五线谱也是由线组成的，它是属于生活中的
线。

3、教师出示五线谱，指导幼儿认识五线谱中五条线的排列及
它所表示的意义。

4、出示高音符号，低音符号，引导幼儿认识并记住名称。

5、在五线谱中，画出八个音，让幼儿认识，并学习看着五线
谱来唱音阶。

6、幼儿练习看五线谱唱音阶。

请幼儿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是属于"线"的。

活动反思：

五线谱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记录乐曲的方法，让幼儿从
小正确认识五线谱，也是为他们日后开展各种音乐活动做准
备。如果老师只是单纯地讲解就会违背幼儿的身心发展需要，
变成知识的灌输。所以，我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通过观
看vcd、给音符宝宝造房子、一起做游戏等活动，激发幼儿的
活动兴趣，师幼互动，促使幼儿对五线谱的认识。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八

1、 通过学习律动《采茶》，加深幼儿对这一民间音乐的印
象，并体验江南人民采茶时的喜悦心情；培养幼儿热爱劳动
人民的美好情感。

2、 学习采茶动作：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
并有后缩的感觉。

3、 发展幼儿的表现力、想象力。



4、 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5、 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学习采茶的动作；跟着音乐的节拍采茶。

磁带、茶叶。

1、 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引出新授。

师： “小朋友，看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知道
茶叶是什么季节采摘的吗？”；“现在是什么季节？；“今
天老师想带小朋友去茶园采茶，你们想不想去呀？”

2、教幼儿律动《采茶》的过程。

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采茶动作要领：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
同时，手臂略弯曲并有后缩的感觉，眼睛一定要看着手。
（为了能喝到又鲜又香的茶叶，人们通常都是采树尖上的叶
子，最嫩的地方，所以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来捏。）

放茶：采茶后手翻一下，手心向下放入篮中，眼睛同样要看
手。

3、教幼儿律动要领。

引导幼儿用语言编出采茶动作的要领:

左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右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

连采几片放进来，连采几片放进来；

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

太多了，两只手一块采了放进来。



4、 幼儿掌握动作要领后，教师引导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完
整的表演律动，激发幼儿对采茶律动的兴趣。

提示：让幼儿生动、活泼的表现动作，充分感受采茶时的喜
悦心情。

在活动开始时，出示的采茶的图片，让幼儿仔细观看是如何
采茶的，观察茶树的特点。那如何用舞蹈动作表现采茶呢，
这儿我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左手抱篮子，右手采茶，眼睛
到处乱看，故意把采到的茶放篮子外面，惹得孩子们哈哈大
笑。同时又巧妙的让幼儿注意：放茶时眼睛要看好，不要把
茶叶放。在篮子外面。孩子们表演的很投入。

大班橡皮泥活动反思篇九

1.感知乐曲欢快、诙谐、跳跃的旋律。(重点)

2.尝试用身体动作模仿小象的基本形态来表现音乐的旋
律。(难点)

3.在活动中体验与同伴合作表演的乐趣。

4.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学唱歌曲。

5.初步感受歌曲中亲切的情绪，用亲切的语调唱歌。

布偶小象一只，配套教学cd片。

一、开始部分

1.组织幼儿做端，准备上课。

2.出示小象引发幼儿兴趣，导入课题。



二、基本部分

1.出示挂图，引导幼儿观察。

提问：

(1)森林里有什么?

(2)小象们在做什么?

2.完整欣赏乐曲，引导幼儿讲述听完乐曲的感受。

提问：

(1)这段乐曲是几拍子的?

(2)听了这段音乐有什么样的感受?

(3)你们觉得这首乐曲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你们听了有什么感
觉?

3.再次完整欣赏乐曲，感受乐曲表现得意境。

4.欣赏音乐，引导幼儿体会音乐的结构，并尝试用身体动作
表现出来。

提问：

(1)这段乐曲是用什么结构表现出来的?

(3)引导幼儿进行自由讨论、讲述。

5.根据教师的提示，幼儿听着音乐做动作，教师指导。

6.听着音乐，完整的表演。



三、结束部分

1.教师总结，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

2.下课休息。

在教唱这首歌曲时，首先让学生说说小象有哪些特征，然后
听三遍音乐，让学生说说，哪一句是问哪一句是答，按这节
奏连歌词生生对练跟伴奏练，最后学唱歌曲，即为歌曲律动。
一节课下来，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很喜欢这首歌曲，表现得
很好，通过多种形式演唱歌曲，使教学难点轻松解决，但这
节课我认为不足的地方在于律动的地方，老师想让学生自己
随着音乐律动，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活跃，老师先前也
没有将舞蹈动作编好，使这一环节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希
望自己在以后的备课中，能够更加完善，更加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