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胡说歌中班 大班歌唱活动教
案(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胡说歌中班篇一

1、在熟练背诵七言诗的基础上，尝试用黄梅戏《女驸马》选
段演唱七言诗，进一步丰富幼儿的黄梅戏知识。

2、迁移已有的黄梅戏经验学习新旋律，探索用所学七言诗为
乐曲填词。

3、在用新诗为乐曲填词中体验成功与快乐。

1、幼儿已熟练背诵七言诗《咏柳》、《朝发白帝城》。

2、幼儿听国黄梅戏曲调，对黄梅戏有初步认识。

3、黄梅戏《女驸马》选段vcd，黄梅戏伴奏带。

1、演唱黄梅戏《看灯》进场。

2、看vcd画面，欣赏黄梅戏选段，初步感知旋律。

师：这段音乐是一段——（黄梅戏）。它和我们听国的黄梅
戏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3、再次欣赏vcd卡拉ok版本《女驸马》选段，进一步熟悉旋



律。

师：我们一起跟着这段音乐用“拉拉拉”来哼唱。

4、听录有伴奏音乐的磁带，在教师启发下边哼唱边做动作，
感知黄梅戏曲调拐弯绕的特点。

师：我们还可以一边哼唱一边做动作。

5、欣赏教师用七言诗演唱黄梅戏曲调。

师：你们发现这段唱词每句都是几个字啊？我们学过的七言
诗能不能用这段音乐唱呢？

6、倾听教师分别用《咏柳》、《朝发白帝城》等七言诗演唱
黄梅戏曲调。并跟随教师做动作。

7、选取一首诗朗诵后跟随教师听伴奏带演唱。

师：你们最喜欢刚才哪一首诗。我们一起念一遍再跟着音乐
唱一唱。

8|、在教师动作暗示下站在场地四周随伴奏带边唱边做动作。

师：我们一起学黄梅戏演员来表演。每人找个空地方。

9、朗诵新诗并用新诗演唱黄梅戏《女驸马》选段。

师：你们还会什么七言诗呢？我们一起念一遍再唱一遍。

黄梅戏《女驸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著名黄梅戏表演
艺术家严凤英和马兰在不同时代都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勇敢善
良、申明大义的女子。本活动选用的乐曲比较工整，唱腔也
相对平直，比较符合幼儿年龄特点。但是幼儿对故事情节不
熟悉也难以理解，因此，我想到了用我国古典文化的精



髓——七言诗来替换歌词。

活动中教师根据幼儿提出的七言诗反复演唱，目的在于引导
幼儿反复倾听乐曲旋律，在幼儿充分感知乐曲旋律的句出上，
再鼓励幼儿跟随教师演唱。本次活动当然是借班上课，但是
活动中幼儿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无论是跟随教师做动作还
是歌唱都比较主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活动结束后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演唱，个别孩子没有掌握。

从活动结果看，教师始终没有退出，直到最后仍有个别幼儿
需要教师支持才能演唱。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幼儿对七言诗
本身不熟练，而教师频频更换七言诗内容让幼儿跟不上教师的
“节奏”，另一方面可能幼儿对动作、歌词、旋律三个认知
都陌生的情况下，感到认知挑战过重。

针对不同班级幼儿的表现，我应该在活动中及时调整策略，
发现幼儿对七言诗不是很牢固，应该在每次歌唱前带领幼儿
念连遍，或者跟随伴奏音乐念。这样即帮助幼儿回顾七言诗
内容又感知乐曲。此外，在教师演唱后，不要求幼儿替换歌
词唱，而应该让幼儿选取一首七言诗来唱，给幼儿的学习任
务就是唱这一首七言诗。这样动作和歌词不会造成幼儿负担，
幼儿演唱的气氛会更好。

胡说歌中班篇二

1、了解并知道壮族人民喜爱“对歌”的风俗。

2．学会领唱、对唱，培养即兴创编歌词的兴趣。

3、尝试用山歌的形式问答对唱，体验对唱带来的快乐。

阿哥阿妹的图片、山歌对唱的视频、歌词的背景图、红绿香
包若干



一、回忆山歌

师：记得上次听过的歌曲吗？

二、看、听、壮族的山歌对唱视频

1、教师与幼儿一起分析山歌的'形式

三、出示山歌歌词有关的背景图

1、教师合琴演唱第一段

师：各种唱到谁？（阿哥、阿妹）

师：阿哥藏在哪里？（教师和幼儿可在背景图中找）

2、教师看背景图合琴唱第二段

3、教师与幼儿一起看歌词背景图合琴一起唱。

四、出示阿妹阿哥图片、分角色对唱

1、合琴教师阿妹角色、幼儿倾听

2、合琴幼儿唱阿哥角色

3、幼儿分组表演

4、分男女对唱表演

五、对唱游戏pk赛

1、请出阿哥老师与幼儿对唱、激发起幼儿对唱的欲望

2、教师与幼儿一起对唱、并从对方香包中找出阿哥或者阿妹



3、幼儿合琴对唱游戏、到最后一句时从对方的香包中找出阿
妹或者阿哥、看那队的人最多为获胜。

4、教师总结对唱歌曲的要领

六、活动结束

bbbb

胡说歌中班篇三

设计思路、教材分析：

刚拿到这个教材的时候，我有些发难，因为这首歌曲的指向
性太明确了，让我有些下不了手，不明白该怎样处理教材可
是歌曲本身旋律十分优美，歌曲aba的句式比较明显，字里行
间抒发着幼儿热爱幼儿园、热爱教师的一片深情，这首歌恰
如其分的表达了毕业生的心愿。于是，我设计了本次活动，
我先是请孩子们讲述生活经验，回忆与同伴、教师相处的情
景，萌发依依不舍的感受;之后朗诵有节奏的歌词让幼儿复习
已经学过的资料，同时熟悉旋律;在幼儿能够有感情的演唱歌
曲后，让幼儿尝试分句唱，对幼儿的歌唱的姿势、情绪都提
出了要求;并且让孩子尝试着仿编自我的歌曲;最终，请幼儿
对着自我的教师说一句感激的话，让整个活动的情感表达到
达了高潮，这个环节也是我预设中的亮点!

活动目标：

1.感受乐曲a、b、a的曲式结构，用不一样的情绪表现不一样的
乐段。

2.完整学唱歌曲，并能大胆的说出对教师的临别赠言!

3.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抒发与教师、小朋友的离别之情以及



对小学生活的向往。

活动准备：

以前学过毕业诗，ppt

活动过程：

二、复习《毕业诗》：

对啊，我们立刻就要毕业了，在幼儿园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完
美的回忆，接下来我们把上次学过的毕业诗来朗诵一下!提出
要求，请大家根据音乐的节奏来朗诵!

三、幼儿学唱歌曲

1.今日，我们要把朗诵的毕业诗变成毕业歌唱出来，大家先
一齐来欣赏一下吧!

完整的听一遍歌曲录音。

2.说一说这首歌曲听上去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3.幼儿欣赏第二次，教师边出示图谱边演唱，提出要求：请
喜欢唱的小朋友轻轻跟着哼一哼!

小结：对，第一句和第三句唱起来像小鸟在跳一样，轻快的，
跳跃的!第二句唱起来像温柔的波浪一样，有点很舍不得的感
觉!

小结：因为第一句里小朋友明白自我要上小学了，很开心;唱
到第二句的时候，小朋友想到了在幼儿园的欢乐生活，想到
了要跟教师、小朋友分开，又很舍不得、有点悲痛，所以唱
的慢了、更轻柔了;第三句，我们小朋友对自我以后的学习、



生活充满信心，想到以后还能够回幼儿园看望教师，又变得
开心起来。我们小朋友唱的时候要把这样的心境唱出来!

5.幼儿完整跟唱一次

6.教师根据幼儿演唱提出修改的意见!

7.全体起立，有感情的表演一次。

8.学习分段唱，男生唱第一段，女生唱第二段，第三段团体
演唱。

胡说歌中班篇四

1、进一步区分对身体主要器官和部位的认识。

2、发现身体部位能够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并大胆地进行尝
试表现为音乐伴奏。

3、萌发喜欢打击类音乐活动。

能区分身体的主要器官并能发现身体部位能够发出不一样的
声音。

大胆用身体部位为音乐伴奏。

1、乐器3件(圆舞板、响棒、铃鼓)

2、嘴巴、手、脚图片各一张及音乐伴奏。

一、律动，激发幼儿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

师：小朋友们今日铃鼓乐器来跟你们做游戏，跟着铃鼓走走
吧!(当铃鼓节奏快时，幼儿快些走，当铃鼓节奏慢时，幼儿
慢些走)



二、认识乐器，激发幼儿观察的兴趣。

1、听声音猜乐器。

师：史教师还请来了其他的乐器宝宝，它们要跟小朋友玩个
猜猜乐的游戏，一齐来猜猜它们是谁(出示圆舞板、响棒、铃
鼓)

2、引导幼儿倾听乐器发出的声音，并让幼儿说说。(依次讲
讲三种乐器发出的声音)

三、引导幼儿发现身体能发出声音的部位，逐步认识身体乐
器。

师：小朋友，不光我们的乐器你发出好听的声音，我们身上
一些地方也能发出好听的声音呢你试试看，能不能让它发出
声音来。

幼儿尝试后并让幼儿说说自我身上哪个部位能发出声音，是
怎样发出的如：嘴巴，当幼儿说出嘴巴的时候，教师出示图
片，并让幼儿明白这是嘴巴乐器幼儿说说嘴巴除了小朋友说
的一种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弹舌头、用力抿嘴)。幼
儿团体练习幼儿想到的方法。手：能够拍手，也能够拍其他
的身体部位。脚：碰脚、跺脚等。

四、利用身体乐器给音乐伴奏。

1、分部位给音乐伴奏(嘴、手、脚)

2、游戏：看指令选身体乐器演奏

师：小朋友，此刻教师和你们来玩个游戏，教师那里的三张
图做标记，等一下，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要边听边看我的
指挥，我指到哪种身体乐器，你们就用哪种身体乐器演奏。



3、演奏23边结束。

五、结束活动。

师：身体原先能发出这么多好听的声音，让我们一齐去告诉
其他班的小朋友吧!(开火车离开教室)

胡说歌中班篇五

1通过图谱的提示学唱歌曲，并唱准弱起的句子。

2通过去点子游戏，学会运用拍手代替部分歌词进行唱歌的方
法。

3在默唱部分歌词的活动中，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图谱、小狗图片一张

（一）谈话引出课题

1出示图片（小狗）：“看，这是谁呀？你知道它是谁家的小
狗呢？”

2 出示图谱，提问：

看图谱你能说出小花狗的名字吗？

（二）新授歌曲

1老师根据图谱朗诵歌词。

2边看图谱边朗诵歌词2~3遍（师幼共同）。

3倾听老师范唱。



4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看图谱学唱歌曲。注意唱准弱起小节。

（三）学习控制性的演唱

1用去点子的方法，提示幼儿将划去点子对应的歌词，用拍手
表示默唱。

2请个别幼儿依次去点子，大家一起练习控制性歌唱。

3幼儿任意去点子，练习控制性歌唱。

胡说歌中班篇六

《鸭子上桥》是一首活泼欢快，伴有必须的情境的歌曲。第
一段歌词琅琅上口，也较为浅显易懂，容易孩子们记忆，第
二段歌词涉及到8至1的倒数问题；在旋律方面，歌曲中有间
奏停顿和附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该资料比较贴合大班幼
儿年龄特点。经过歌唱活动，让幼儿愉悦身心，抒发自我的
感情，体验一种变换歌词、玩唱歌曲的思维挑战与惊喜。

1、学习用轻快的声音进行表演唱歌曲，在间奏和附点处借助
游戏情境学习等待，体验等待的愉快。

2、借助多媒体理解并唱准歌词，在教师的动作提示下，唱
出1~8的递增和递减，形象地感受数量递增和递减的关系。

3、享受简便愉快的游戏氛围，体验变换歌词、玩唱歌曲的惊
喜。

在间奏和附点处借助游戏情境学习等待，体验等待的愉快。

《鸭子上桥》课件、音乐磁带、钢琴、三座小桥、带幼儿体
验走独木桥的感受。



一、导入。

师：“这儿有什么？这是一座什么桥？过这座桥的时候你的
心境会怎样样呢？今日有一群小鸭子也要来过河了，让我们
一齐来听一听、看一看这群鸭子是怎样上桥的？”

二、幼儿初步感知歌曲《鸭子上桥》的第一段歌词。

师：“几只鸭子上桥了？”“第一、二只鸭子是怎样上桥的？
第三、四只呢？为什么？”“最终几只鸭子是怎样上桥的？
为什么？”那我们一齐来学一学。

2、幼儿有节奏的朗诵歌词。

师：“这是什么？”（羽毛）“这儿有一句音乐，小鸭子们
在干什么呢？”帮忙幼儿想象用动作来表示停顿的含义。

“让我们一齐来学一学。”

3、幼儿练习歌唱第一段。（2遍）师：“小鸭子上桥真好玩，
让我们一齐来唱一唱吧！”

师：“这又是什么？（鸭蛋）它表示什么意思？”“我们一
齐听听，这两句有什么不一样？”

三、幼儿理解并尝试演唱第二段歌词。

1、幼儿尝试用自我的语言演唱第二段歌词。

师：“小鸭子想下桥了，你们听着音乐试着来唱唱小鸭子下
桥的事情，好吗？”幼儿自由编唱。

2、幼儿倾听教师范唱第二段歌词，引进新的歌唱经验。

师：“小朋友唱得真不错。但我有一种和你们不一样的方法



来唱小鸭子下桥的事情，想听吗？”

3、幼儿有节奏得朗诵歌词。

师：“让我们一齐用这种方法说说鸭子下桥的事情吧！”教
师用动作提示8到1的递减。

4、幼儿学唱第二段歌曲。（2遍）“鸭子下桥真趣味，相信
小朋友用歌声来表现会更好听！”

四、幼儿跟随音乐表演唱歌曲《鸭子上桥》。

1、幼儿听音乐学习完整演唱这首歌曲。

师：“此刻让我们听着音乐一齐来完整的演唱这首歌曲《鸭
子上桥》。”

2、幼儿跟随音乐表演唱。（2遍）师：“那里也有三座小桥
呢，让我们一齐来过桥吧！”提醒幼儿注意自我是第几只鸭
子。

五、结束活动。

“我们最终过桥了，高兴吗？让我们一齐到草地上去玩
吧！”幼儿出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