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
计 幼儿园音乐活动快乐的小木匠教

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的：

1、通过学唱《快乐的.小木匠》启发学生热爱劳动的感情和
认真做事的态度。

2、使学生体验劳动创造财富的愉快心情，学会用欢快活泼、
富有弹性的声音有表情地歌唱。

教学重点：

能用愉快的心情，欢快的歌声表现歌曲。

教学准备：

音乐课件、电子琴

教学过程：

一、师生问好

二、发声练习



生齐唱“我们来到大森林，哈哈哈哈哈”

三、学习新课

1、导入课题

讲故事《小熊猫学木匠》，激发学生兴趣，带领学生模仿木
匠干活时的动作。

2、师范唱歌曲，提出问题：你觉得小熊猫每天工作多吗？它
热爱这份工作吗？它的木匠活做的好吗？让学生用歌词回答，
并齐读歌词。

3、师教唱歌曲。

4、生随琴小声唱。

6、分小组创编歌词并表演动作，师巡视指导。

7、分组进行演唱和表演。

四、课堂小结

播放影碟《劳动最光荣》，在歌声中结束本课。

五、师生再见

课后小结：

整节课从容自然，师生双方轻松愉悦，歌曲本身活泼生动，
再把它融入故事中，更能给人以启发，教师讲解的故事，内
容非常吸引学生，学生在津津有味地欣赏故事时，歌曲的学
习已经在潜移默化中。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善于动脑、勤于
动手，都会给教学带来生机。



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计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中“x.x”的节奏。

2、尝试创意地纺编歌词。

3、跟随鼓声节奏做走、跑、跳、踏等不同的动作。

活动准备：

1、歌曲：《我是一个小木匠》

2、鼓、录音机、录音带。

3、“认知游戏”：《雕刻师傅》

活动过程：

1、请幼儿先跟随老师“x”的鼓声节奏走步，再跟随“——”
的鼓声节奏跑步，最后再随着“x.x”的鼓声节奏踏跳,让幼儿通
过动作感受其不同.

2、播放歌曲,请幼儿跟随旋律踏跳.

3、教唱歌曲《我是一个小木匠》，并表演动作。例如：唱
到“一个铁锤”时，则举起右手做用铁锤状;唱到“两个铁
锤”时，则举起左手做用铁锤状;唱到“三个铁锤”时，则抬
起右脚踏步;唱到“四个铁锤”，则抬起双脚跳步，;唱
到“五个铁锤”时，则举起双手旋转;唱到“然后睡觉了”时，
则做睡觉状。

4、问幼儿：小木匠的工作是什么?他会用到哪些工具?



5、和幼儿一起讨论，用改编的歌词演唱这首歌曲。

6、问幼儿：小木匠做工时需要铁锤，雕刻师傅雕木头时需要
什么工具呢?

7、请幼儿看幼儿用书《雕刻师傅》的画面，找一找雕刻师傅
的工具在哪里?如此类推，引导幼儿思考不同职业的工作者所
用的工具和他们的动作特点，并尝试将此变成新的歌词句子。

幼儿园小木匠教案优秀范二

教学目标：

1.模拟小木匠，体验知难而进、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快乐。

2.通过对不规则图形借形想象，大胆地添加细节，构成新的
图像，培养创造新形象的能力。

教学准备：

1.欣赏艺术作品：克利的画。

2.木质雕刻品数件、刮腊纸、竹笔、蜡笔或炫彩棒。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我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上小学感到最开心的
事情是什么?

二、欣赏讨论

1.现在有个小木匠也要上学了，可是他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学
校不一样，是个放木头仓库。

2.欣赏艺术作品：找一找仓库里都有哪些木头，是什么形状，



想象可以做成什么。

3.大木匠说：“我要把其中的一块木头刻成一位国王o”分辨
大木匠找的是哪一块木头。

4.大木匠说：大多数人都是把各种不同形状的木头拼接起来，
做成许多物品，称为木匠师父。可是有些人还会按一块木头
的形状想象成一件东西，然后雕刻出来，有这种本领的人就
是了不起的雕刻艺术家。

5.欣赏木质雕刻品，了解观察它们不同的外形，从中发现使
用一块完整的木头刻成的艺术品。

二、操作尝试——和小木匠一起学做艺术家

1.在刮腊纸上刻出一个弯曲不规则的图形。

2.旋转四个方向，想象它们像什么。

3.选取平时最少画的图像，在上面添画少许特征。

四、创造表现

1.用竹刀在刮腊纸上不断弯曲变化，尽可能稍大些，构成不
规则图形。

2.转动纸张，左看看，右看看，想像它像什么，再刻出基本
特征。

4.选出一、二种与底部相配的颜色在未刮腊的块面上涂擦颜
色。

五、交流欣赏一起看看猜猜，小木匠刻成了什么，都有些什
么，如果三次没有猜对，则请作者介绍。



幼儿园小木匠教案优秀范三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协调能力、注意力和对节奏的敏感性。

2、通过模仿声音，体验游戏的快乐。

3、萌发幼儿热爱劳动的情感。

4、通过整体欣赏音乐、图片和动作，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5、认真倾听并积极参与歌唱活动。

活动准备：

小积木数块，木梳数把。

活动过程：

1、听老师唱木匠歌。

——木匠伯伯怎么锯木头的呀?

——木匠阿姨怎么钉钉子的呢?引导幼儿做模仿动作，并模仿
声音。

(评析：木匠如何锯木头和钉钉子在幼儿知识经验范围内，幼
儿在模仿动作和声音的过程中享受着游戏的乐趣。)

2、男孩子做木匠伯伯，女孩子做木匠阿姨，一起演唱木匠歌。

(评析：在角色扮演中，幼儿的参与热情很高，在愉悦的氛围
中感受音乐节奏)



3、听间奏男孩子用木梳在小积木上随音乐做锯木头的动作，
嘴里合着音乐的节拍发出叽咕叽咕。

4、听间奏女孩子做钉钉子的动作，嘴里合着节奏发出叮叮叮
叮的声音。

5、男女孩子进行合奏，要求动作协调一致。

(评析：幼儿在合奏中体验着合作的乐趣和游戏的快乐)

教学反思：

本课整体上的效果还是不错，孩子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享
受音乐，课堂教学目标基本达成，不足的地方是有的个别的
学生有时做一些课堂小动作，影响教学，其次是学生的主动
性有些欠缺应该设计一些合作交流的环节。教师要认真反思，
从教学环节设计入手，争取减少走神的学生充分调动每个孩
子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的：

1、通过学唱《快乐的小木匠》启发学生热爱劳动的感情和认
真做事的态度。

2、使学生体验劳动创造财富的愉快心情，学会用欢快活泼、
富有弹性的声音有表情地歌唱。

教学重点：

能用愉快的心情，欢快的'歌声表现歌曲。

教学准备：



音乐课件、电子琴

教学过程（）：

一、师生问好

二、发声练习

生齐唱“我们来到大森林，哈哈哈哈哈”

三、学习新课

1、导入课题

讲故事《小熊猫学木匠》，激发学生兴趣，带领学生模仿木
匠干活时的动作。

2、师范唱歌曲，提出问题：你觉得小熊猫每天工作多吗？它
热爱这份工作吗？它的木匠活做的好吗？让学生用歌词回答，
并齐读歌词。

3、师教唱歌曲。

4、生随琴小声唱。

5、巩固歌曲。

6、分小组创编歌词并表演动作，师巡视指导。

7、分组进行演唱和表演。

四、课堂小结

播放影碟《劳动最光荣》，在歌声中结束本课。



五、师生再见

课后小结：

整节课从容自然，师生双方轻松愉悦，歌曲本身活泼生动，
再把它融入故事中，更能给人以启发，教师讲解的故事，内
容非常吸引学生，学生在津津有味地欣赏故事时，歌曲的学
习已经在潜移默化中。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善于动脑、勤于
动手，都会给教学带来生机。

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计篇四

活动目标

1.探索与歌曲相符的表演动作，愿意大胆地在歌曲的'伴奏下
进行创编动作。

2、体会模仿工人劳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每人一把道具玩具塑料大榔头。

、vcd、磁带等。

活动过程：

一、认识木工工具

1、观看一段木工叔叔劳动，配上“小木工”音乐的ppt。

2、观察众多劳动工具，找出木工叔叔的劳动工具，一起说说
工具的名称（锤子、锯子、刨子等）。



二、欣赏歌曲

1．听着“小木工”歌曲，拿起小榔头有节奏地敲敲打打学做
小木工。

2．观赏vcd“小木工”歌表演，边看边仔细听歌曲。

3．倾听老师范唱，（教师通过提问、肢体动作帮助理解歌词，
乐意学唱）。

4、跟着老师学唱歌曲。

三、创编动作

（一）反复播放歌曲，根据歌词节奏创编相符的动作。

（二）分享交流，提炼动作

1、认可同伴创编的各种动作，学一学其中的一些精彩的动作。

2、重点设想用不同的方位表演动作“敲”“锯”、“刨”。

3、在“敲”“锯”、“刨”等动作的创编时，用替代品（榔
头道具）设计出不同的方位动作。

4、观看教师提炼幼儿动作加以创编的完整展示。

5、边唱歌边学做“小木工”。

从美术到音乐的幼儿活动教案设计篇五

设计意图：

活动目标：



1.在游戏中，体验劳动的`艰辛和共同游戏的愉快。

2.在已有认知经验的经验的基础上，初步能创编“快乐小木
匠”的舞蹈。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丰富制作椅子的相关知识。

2.物质准备：录音机、磁带、电视、录象机、录影带等电教
设备。

3.乐曲摘选《军民大生产》。

活动过程：

一.倾听音乐，探索音乐的表现内容。

1.倾听音乐，感受音乐的雄壮有力。

指导语：“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听音乐做游戏，我们
先来听音乐，听听看你觉得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

2.观看录像，初步了解音乐表现的内容。

指导语：“你们看到了谁?木匠师傅在干什么?鼓励幼儿说出
锯、抱、刨、钉等动作。木匠师傅可能干了，我们平时看到
的桌子、椅子、床、柜子还有家里的一些家具都是木匠师傅
通过抱、锯、刨等工作完成的，你们想不想也来学木匠师傅
作家具?(想)我们就来当小木匠，当小木匠之前我们要先学学
木匠师傅的本领，我们再看一遍录像，看的时候邱老师有一
个要求：大家要认真看，看看木匠师傅是怎样工作的。

3.再次观看录像，进一步了解音乐表现的内容。



提问：“木匠师傅先干什么?接下来干什么?引导幼儿按顺序
创编搬(扛)、锯、刨、钉、刷油漆的动作。

二.动作参与，表现音乐，体验劳动的艰辛。

1.创编简单动作，如抱、锯、刨、钉、刷油漆等动作。

2.引导幼儿通过活动，体验劳动的艰辛，创编“加油、一二、
嘿呦”等口号。

3.引导幼儿进行合作表演。指导语：“怎样使工作做得更快
更好呢?”

三.师生共同舞蹈。

1.幼儿在教师的带领下站散点表演。

2.鼓励幼儿大胆表现各种动作。

四.教育幼儿爱护小椅子。

活动反思：

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挖掘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音乐是一
种艺术形象，通过音乐活动，可以增强幼儿的记忆力、想象
力、创造力，提高幼儿的听觉辨别能力和敏感性。音乐对于
幼儿情感的发展有很好的调节作用，使他们对事物美的认识
更进一层。通过音乐教育发掘幼儿的潜能，塑造幼儿健康活
泼的个性，促进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