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 大班音乐
教案及教学反思小树叶(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的：

1.训练节奏感。

2.训练听力。

3.视谱（图型谱、节奏谱）的入门准备。

4.器乐合奏的训练。

5.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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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分析：

这是安志顺于1982年编写的一首打击乐曲，取材于我国的西
安鼓乐和陕西的民间打击乐。使用了六件打击乐器：小钹、
水钹、圪塔钹、大锣、木鱼、云锣。

这首乐曲是由散板和2/4拍节奏两种节拍类型构成的，其中散
板有三处，即头、尾和中部，把2/4拍的节奏段分为两大段



（第一、三段），我们根据这个特点设计了一个图型谱。

我们将第一段音乐编成一段简化的节奏谱，让学生通过亲自
敲打，更深体验音乐，培养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教具准备：

图型谱、节奏谱、打击乐器（小钹等）、录音机、音带

教学建议：

——出示几个符号，这是几种动物的叫声（有一群小鸟、猫、
一群蜜蜂、狗）

——讨论，并赏试用嗓音模仿。体验符号怎样“记录”声音。
了解符号和声音关系。

——我们要听一个关于鸭子的音乐，曲名叫《鸭子拌嘴》。

——听两段音乐，它们在描绘鸭子在干什么？（与曲名相关
的：吵嘴、走路）。

——选择符号标示。

——看第一段（走路），有个符号

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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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布偶小象一只，配套教学cd片。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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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根据图谱掌握歌曲节奏与歌词，能唱准附点音符。

2、理解歌曲中两段歌词所表达的不同情感，用两种歌声表现
歌曲。

3、知道秋天来临树叶的变化，理解大树和树叶之间的亲密关
系。

活动准备：

1、课前结合认识秋季，观察秋风起树叶飘落景象。



2、节奏图谱与根据歌词绘制的图谱想结合。

3、图片（光秃秃的大树在哭泣）

4、录音机、歌曲磁带。

活动过程：

1、带领幼儿听音乐做动作进活动室。

师：“秋天来了，你们想去看看外面的景色吗，让我们一起
去郊游吧。”

2、发声练习《听》

师：“听，是谁在唱歌，请小朋友用歌声来告诉我。”

3、学唱歌曲《小树叶》

（1）出示图片，引起幼儿兴趣。

师：“是谁在哭？”“原来是树妈妈在哭，你们知道大树妈
妈为什么哭？”（让幼儿自由回答，引导幼儿观察树）“树
妈妈在想念她的孩子小树叶，越想越伤心，所以哭了。”

（2）出示一封“小树叶”的信，教师有感情地朗读。

师：“刚才我收到了一封信，是小树叶寄给树妈妈的，你们
想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吗？”（教师朗读信的内容）“小树
叶在信上写了些什么？”“树妈妈听了小树叶的信后，心里
会怎样想？”

（3）教师范唱歌曲。

师：“老师把小树叶写来的信编成了一首歌，你们想听



吗？”

（4）出示节奏、歌词图谱，带领幼儿拍出节奏和有节奏的念
歌词，重点帮助幼儿拍出附点音符节奏。

（5）幼儿看图谱听音乐完整演唱歌曲两遍，提示幼儿唱准附
点音符。

4、启发幼儿用两种声音演唱歌曲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师：“歌曲的第一段讲了什么？小树叶是怎样的心情？我们
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唱？”“歌曲的第二段讲了什么？小树叶
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用什么声音演唱？”

5、幼儿扮演“小树叶”，围着“树妈妈”唱歌跳舞。

师：“现在老师来扮演树妈妈，小朋友你们来做小树叶，围
着妈妈唱歌跳舞。”

教学反思

歌曲《小树叶》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拟人化的歌曲，生动地表
现了小树叶积极乐观的形象。歌曲把大树比作妈妈，树叶比
作孩子，充满了童趣，也洋溢着人间的温情。歌曲要求孩子
唱出了树叶宝宝对大树妈妈的不舍和期盼来年春天归来的乐
观。由于歌曲的两段歌词表达两种不同的情绪，因此歌曲的
学习是采用分段教学的方法。第一段表现了小树叶离开妈妈
后的不舍与害怕，第二段表现了小树叶春天归来时的乐观情
绪，为了让孩子们体验这种情感，我采用到方法配合曲调进
行肢体动作表演和歌曲内容展现丰富的表情，在我的带动下，
幼儿表现积极，以热情饱满的情绪表演“小树叶”。本节课
是学唱歌曲，我并没有刻意以教唱为主，而是在幼儿亲身体
验，直观感知、创设情境中去感受小树叶对妈妈的爱，让孩
子们在表演唱中获得了最直观的知识。歌曲中有一个难



点：“春天我会回来打扮树妈妈。”这句话孩子们不好理解，
我没有特意去解释，而是以一种欢快的情绪带动幼儿情绪，
来促使孩子对歌曲的理解。这首歌曲唱起来很美，孩子们很
喜欢，只要一吹风，孩子们听到树叶在响，就会情不自禁的
唱起《小树叶》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篇四

一、活动目标：

1、在观察图谱的过程中，感受3拍子音乐的节奏特点。

2、尝试用打击乐器为乐曲伴奏，体验参与音乐活动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

1、打击乐器：铃鼓、双响筒、圆舞板、木鱼（人手一件）。

2、音乐磁带、录音机。

3、图谱一幅、

三、活动过程：

1、复习歌曲《听》，初步感受3拍子乐曲的旋律。

2、熟悉音乐《会跳舞的叶子》，进一步感知3拍子乐曲的旋
律。

（1）倾听音乐《会跳舞的叶子》，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感受。

（2）尝试用身体动作感知音乐。

3、出示图谱，引导幼儿观察探索并表现3拍子的节奏特点。



（1）观察图谱，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2）引导幼儿看图谱拍出节奏，重点指导休止符。

4、乐器演奏。

（1）出示乐器，讨论不同的敲击方法。

（2）幼儿自由组合选择乐器为图谱配奏。

（3）幼儿看图谱，用打击乐器为乐曲伴奏。

（4）交换乐器演奏，体验不同乐器演奏带来的快乐。

音乐活动小树叶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歌词，学习用连贯、舒缓与断顿、跳跃的演唱方法表
现歌曲。

2、根据对歌词的理解，创造性地选择演唱形式。

3、注意与同伴声音和谐一致地歌唱。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2、幼儿会玩音乐游戏《秋天》。

3、扫帚一把。

活动过程：



1、音乐游戏《秋天》。

幼儿扮成小树叶，教师带领幼儿表演唱歌曲《秋天》。“小
树叶”四散地蹲在活动室里，教师扮演扫落叶的人，清扫落
叶。师生共同开展游戏活动1—2遍。

2、学习歌曲《小树叶》。

（1）倾听教师讲述“小树叶”的故事。教师将《小树叶》歌
词编成连贯的故事，让幼儿熟悉歌词内容。

（2）欣赏教师有表情地表演歌曲《小树叶》。

（3）带领幼儿随着音乐的伴奏念歌词。

（4）教师带领幼儿演唱歌曲。

3、学习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2）带领幼儿用连贯、舒缓的声音演唱歌曲第一段。

（3）第二段讲述了勇敢的小树叶，它在说什么呢？我们用什
么声音来唱呢？

（4）带领幼儿用断顿、跳跃的声音演唱第二段歌曲。

（5）完整地演唱歌曲《小树叶》。

4、探索不同的演唱方法。

（1）这首歌除了大家一起唱，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唱？

（2）根据幼儿的建议，带领幼儿采用分男、女声唱第一和第
二段等形式演唱歌曲。



在此环节中我是先引导幼儿欣赏散文《落叶》，感知小树叶
飘落以及与树叶妈妈之间的亲情，然后再清唱歌曲《小树
叶》，让幼儿感知了解歌曲内容。

活动反思：

在欣赏歌曲《小树叶》时，我引导孩子闭目聆听音乐，并跟
随我富有感情的配乐讲解，启发孩子回忆秋游时看到的“落
叶飘飘”的美景，在脑中展现出一幕幕树叶飘的动人画面，
使孩子情不自禁地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深刻地感受乐曲的旋
律美与意境美。

由于之前开展“拾落叶”、“我眼中的落叶”等相关活动的
经验铺垫，孩子立马对“小树叶离开妈妈”该句歌词，有强
烈的表现欲望，创编了许多树叶飘落的动作：有螺旋飞舞式、
有慢悠悠飘落式、有轻盈起伏飘扬式、有狂飞乱舞式……通
过创编表现叶子飘落的不同状态，孩子理解性地记忆歌词，
很快地学会演唱。

反思本次歌唱教学，给我留下的启示：歌唱活动不应只将掌
握演唱技能作为最终学习目标，通过整合社会、语言、游戏
等相关课程领域内容的手段进行辅助教学，充实音乐活动，
让音乐更具生气与活力。这样，孩子在整合理念下的音乐教
学过程中开心、开口、开窍，获得情绪情感，从而快乐地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