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娃娃家教案 中班音乐游戏教案
教学反思摘果子(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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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娃娃家教案篇一

1、初步学会律动，能按音乐节奏协调地做动作。

2、加深对秋天的认识，体验水果丰收的喜悦。

秋天丰收的图片、录音机、磁带。

一、出示图片。

图片上是什么季节?你从哪里看出来?

认真的欣赏图片，说说自己的理解。

引导幼儿感受图片，并能将自己的观察发现表达出来。

二、引导幼儿感受音乐。

1、教师：请你们听一听，听到这段音乐，你们有什么样的感
觉?

2、教师：那么你们听到这段音乐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认真的倾听音乐，说说自己的理解。

引导幼儿感受音乐，并能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三、引导幼儿理解音乐。

教师：那么你们听了这段音乐，你是怎么摘果子的呢?

引导幼儿介绍自己摘果子的动作，和幼儿一起学习好的动作

先猜测一下为什么老师听了这段音乐会很开心。

通过猜测活动以及老师讲述自己的感受，引导孩子更好的理
解音乐。

四、听音乐学习律动。

1、教师示范、讲解动作要领，如：手腕的转动、踵趾步等。

2、鼓励幼儿创编动作，表现果园丰收景象。(幼儿随音乐在
座位旁边练习踵趾小跑步，教师适时地给予语言提示。)

幼儿随音乐练习摘果子的动作。

能手脚协调地随音乐做动作。尝试创编动作。

采用教师讲解、示范的方法让幼儿学习摘果子动作，并鼓励
幼儿自己创编。

五、结束活动。

在集体摘果子的情景中结束活动。

跟着音乐集体摘果子。

在轻松愉快地集体摘果子氛围中结束活动



音乐娃娃家教案篇二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
和成功的标志。龙之所以具有这种文化象征意义，是与传说
及神话中龙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
风唤雨的无比神通有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龙几
千年来往往成为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
利”，是皇权的代名词，因此，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
全们的身体叫“龙体”《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
“龙椅”，乘的车、船叫“龙辇”、“龙舟”……总之，凡
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
的特权。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
本周音乐活动我给孩子们上了一节音乐游戏《龙摆尾》。这
是一首十分欢快活泼的歌曲，很适合幼儿玩游戏！

本节课的活动目标为：

幼儿初步学唱歌曲，并学会玩龙摆尾的游戏，在游戏中遵守
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合作的乐趣！幼儿喜欢音乐，让他们
在音乐声中充分的欣赏美，感受美和表现美。并从中培养幼
儿共同创作互相交往的能力。在游戏中不仅增强了孩子们的
合作精神。还提高了孩子们的音乐游戏的常规！

歌曲旋律很好听，充分体验幼儿那种愉快的心情，所有的幼
儿都融入到整节课中，充分体现了音乐游戏带给孩子们那种
愉悦。但是由于班级幼儿较多，在游戏时显得有点乱，如果
当时进行分组教学效果肯定会更好。

音乐娃娃家教案篇三

树

个中班家庭



1、练习向上跳跃的动作。

2、通过练习发展幼儿的创造性和动作的协调性。

准备：自制水果若干挂在树枝上，略高于幼儿、家长一手臂。
篮子20只。

一、活动身体：重点下肢运动

二、摘果子：

1、看一看树上有什么果子?

2、按家长的要求摘不同数量、不同的果子。

3、母(父子)子一起摘果子。在规定时间内比赛哪个家庭摘得
最多。

三、数果子：数一数谁摘得多，一共摘了多少只。

建议：教育幼儿爱护树木，不拉树枝。

音乐娃娃家教案篇四

1.根据自己对打击乐作品的理解，尝试运用部分替换的方法
为打击乐作品配器，感受不同的音响效果。

2.看指挥按新的配器方案演奏。

1.选择幼儿在集体活动中学习过的打击乐作品，如《只怕不
抵抗》，制作成可以替换乐器图标的图谱。

2.将该打击乐作品配上提示语录制成音频资料保存于u盘中。

音乐开始前的提示语：小朋友们，你们想换一种方式来演奏



《只怕不抵抗》吗谁愿意来试一试(停顿，等待幼儿调整出新
的配器方案)调整好了吗今天谁是小指挥(停顿，给幼儿时间
确定指挥人选)请其他小朋友看图谱，在乐器架上选一件乐器，
我们的演奏就要开始了!

音乐结束时的提示语：新的演奏方式好听吗(停顿，给幼儿思
考、回应的时间)别忘了把小乐器送回乐器架上哦!

3.铃鼓、小铃、圆舞板等乐器，每种4～6个。相应的做过塑
封的乐器图标若干。

在提示语的引导下，尝试将图谱中的某一种乐器图标替换成
其他乐器图标，然后手持乐器，在小指挥的指挥下按照新的
配器方案进行演奏，感受不同的音响效果。

1.在前期的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在幼儿熟练地按原图
谱演奏的基础上，适当引导幼儿替换乐器图标进行演奏，让
幼儿知道图谱中的乐器是可以替换的。

2.活动初期可引导幼儿只替换一种乐器尝试演奏。

3.幼儿在运用新的配器方案演奏时，一开始会有一定困难，
教师不要操之过急，要鼓励幼儿认真观察图谱，耐心练习。
如果是配器方案不合理，则引导幼儿进行调整，重新尝试演
奏。

4.此活动在很多方面需要幼儿互相协调，教师要引导幼儿提
出问题，共同协商、寻找解决的方案。集中交流可待班里多
数幼儿参与过此活动后进行，可请几组幼儿在全班面前演奏
新的配器方案。

小贴士：

在制作图谱时，教师可在图谱中摆放乐器图标的位置上设置



透明插袋，这样就可轻松实现图标的替换。

音乐娃娃家教案篇五

1、初步感受音乐《瑞典狂想曲》，能创编表现猴子特征的动
作。

2、借助图谱支架，随乐创编游戏动作，表现故事情境。

3、激发关心助老人的情感，体验音乐游戏的快乐。

4、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新歌。

5、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1、故事情景准备。

2、音乐《瑞典狂想曲》剪辑，图谱。

1、情景导入，初步感受音乐。

教师：我们猴子特别聪明能干，妈妈种的香蕉成熟了，你们
愿意妈妈摘香蕉吗?

2、分段熟悉音乐。

(1)随乐练习小猴走路、远眺的动作。

教师：我的猴子宝宝们动作可机灵了，谁上来给家表演一下?

(2)创编上树、摘香蕉、下树动作。

教师：香蕉树好高呀，我们怎么上去呢?谁来表演一下。

教师：你看到了什么?我们一起来摘吧。



教师：摘了好多的香蕉，拿也拿不下，听听音乐中的猴宝宝
是怎么做的?

(3)创编擦汗回家动作。

教师：好热啊，擦擦汗，把香蕉背回家吧。

3、完整欣赏音乐。

(1)看图谱随乐梳理游戏情节。

(2)表演音乐游戏：小猴摘香蕉

4、趣味表现音乐。

(1)观看猴奶奶摘香蕉。

教师：猴奶奶年纪了，香蕉也摘不动了，怎么办呢?

(2)完整表现音乐游戏。

教师：乘猴奶奶回家休息，我们她把香蕉摘下来，送给她一
个惊喜。

活动延伸：

创设继续助其他小动物情节，创编相应动作进行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