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实用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能分辨出音乐的不同，听着音乐进行大胆的想象，并用动
作来表现;

2、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小鸡头饰人手一个;鸡妈妈头饰一个;大灰狼头饰一个;磁带;

活动过程：

一、 鸡宝宝跟着鸡妈妈听音乐走路进场。

师：宝宝们，今天妈妈想带你们到草地上去做游戏，你们愿
意吗?跟好妈妈出发喽!

师：草地到了，宝宝们，赶快找个好朋友，我们来玩个《鸡
宝宝》的游戏，好吗?

二、 分段欣赏音乐，进行大胆的想象并创编动作。



1、欣赏第一段音乐，创编小鸡在草地上开心玩的动作。

师：宝宝们，我们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师：你们听出来小鸡在干什么呀?它是怎么捉虫吃的呀?你把
这个动作做给大家看看好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师：小鸡还在干什么?我们听着音乐一起来学一学小鸡捉虫、
喝水、唱歌、跳舞、做游戏……的动作好吗?(连续做2"3遍，
最后一遍连续的放第二段音乐。)

2、欣赏第二段音乐，想象并创编躲大灰狼的动作。

师：呀!宝宝们快听，什么声音呀?是谁来了?

师：大灰狼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啊!躲起来，大灰狼来啦!
赶快躲起来呀。宝宝们真棒，知道大灰狼来了要躲起来的。

师：宝宝们，大灰狼来了，我们除了躲起来，还有其它的办
法吗?请你听着音乐把你想到的办法用动作来做一做。

师：谁来说一说你想到了什么办法?请你把这个动作做给大家
看看好吗?现在妈妈来做魔术师，我说“变”，你们就变成xx，
好吗?那我们现在就来变一变。

师：还有谁来说说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师：宝宝们真聪明，想到了很多办法，妈妈心里真为你们高
兴。

另一个老师大声说： “大灰狼来啦!”

再喊一次。

三、 随乐完整的游戏。



幼儿游戏2"3遍。

四、 结束。

师：宝宝们玩得开心吗?累不累呀?那跟着妈妈回家去休息吧。

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篇二

在《娃娃家》主题开展的过程中，孩子们喜欢在娃娃家里，
模仿大人烧菜，模仿大人的样子哄宝宝睡觉，乐此不疲，不
过动作较单一，而且也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
得好玩。

摇篮曲对于孩子来说既陌生又熟悉，儿时模糊的记忆中会隐
隐浮现妈妈唱摇篮曲哄宝宝睡觉的情景，这情景中渗透着家
人对宝宝的爱，也蕴含着摇篮曲的曲风特点，我认为这对于
小班初期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

因此结合主题的核心经验和摇篮曲的音乐要素，我预设了本
次活动。

《别吵，小宝宝睡了》是《娃娃家》子主题《摇篮曲》下的
一首歌曲，此曲旋律轻柔、缓慢，让人一听就有入睡的感觉，
而且旋律重复简单，十分符合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另外歌
曲的语词十分亲切，字字句句都渗透着家人对宝宝甜蜜浓郁
的爱。

欣赏活动，对于小班刚入园一个多月的孩子来说有些难度，
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歌曲的轻柔，我采用了游戏激趣法，引
发孩子参与活动的'兴趣，并借助情景性的话语，让孩子一点
一点的感知歌曲轻柔的特性。

对于活动中的第二个目标，我则通过孩子说在前，教师演在
后的活动方式，分段式地让孩子模仿大人哄宝宝睡觉的动作，



并将情感目标贯穿活动的始终，使技能和情感两者目标达到
较好的结合。

1、欣赏歌曲，初步感受歌曲的轻柔。

2、模仿大人哄小宝宝睡觉的动作，体验家人对宝宝的爱。

1、前期经验：

熟悉娃娃、音乐游戏《朋友碰一碰》

2、材料准备：

ppt，娃娃(人手一个)，小床若干、沙发若干

初步感受歌曲的轻柔。

模仿大人哄小宝宝睡觉的动作，体验妈妈爱娃娃的情感。

(激趣，并为后面环节的切入做铺垫)

过渡语：今天来了一位小客人，看看是谁呢?(小娃娃)你们喜
欢她吗?我们和小娃娃一起来玩碰一碰的游戏吧!(播放碰一碰
音乐，游戏开始)

(欣赏歌曲，感知歌曲的轻柔)

1、情景感知

过渡语：娃娃有点累了，想睡觉了，可是怎么睡也睡不着?

重点提问：

有什么办法能让娃娃安静地睡觉呢?想一想，我们睡不着的时
候，妈妈是怎么哄我们睡觉?



：娃娃睡不着觉，我们可以拍拍他，给他讲故事，给他听好
听的音乐哄她睡觉，我们的妈妈也是这样哄我们睡觉的，瞧，
妈妈对我们多好呀，会用这么多办法哄我们睡觉，真是个好
妈妈!

2、欣赏歌曲

过渡语：今天妈妈带来了一首歌，想让娃娃听着歌睡觉，但
是我不知道，娃娃听了这首歌，会安静地睡觉吗?这样吧，孩
子们，你们先帮妈妈听一听。

重点提问：

娃娃听了这首歌会安静地睡觉呢?

提升：这首歌曲轻轻柔柔的、慢悠悠地，宝宝听着听着就想
睡觉了。

3、再次欣赏歌曲

过渡语：我们给娃娃听听，看看是不是听了这首歌，娃娃就
想睡觉了。

(再次播放歌曲，老师抱着娃娃边看娃娃边听歌曲)

(模仿大人哄小宝宝睡觉的动作，体验妈妈爱娃娃的情感)

过渡语：娃娃在妈妈的怀里听了轻轻柔柔、慢悠悠的歌曲，
马上就安静下来了，真好!

重点提问：

1、娃娃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是怎么抱娃娃睡觉的?

提升：抱的动作



：妈妈用这样的动作抱着我们，可真舒服呀!

2、妈妈抱着娃娃，怎么哄娃娃睡觉呢?(教师将孩子们的回答
进行示范，也可以让个别幼儿来尝试哄宝宝睡觉。)

3、这首歌曲里面也有好办法，我们听听看看歌曲里妈妈抱着
宝宝是怎么哄她睡觉的?

：歌曲里的妈妈抱着宝宝，笑咪咪地看着宝宝唱着柔柔的歌，
轻轻地摇着宝宝，摇呀摇，摇呀摇，宝宝甜蜜的睡着了。

4、跟着音乐模仿老师哄宝宝睡觉。(一到两遍)

结束语：嘘，小娃娃们都睡着了，让我们轻轻把娃娃放在床
上吧!回家喽!

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篇三

1、感受乐曲节奏的快慢旋律。

2、尝试运用纸条跟随音乐节奏做动作。

3、体验“纸条宝宝”音乐游戏的快乐。

音乐《萤火虫》、“纸条宝宝”若干、“纸条宝宝”游戏音
乐。

重点：感受乐曲节奏的快慢。

难点：运用纸条跟随音乐节奏做动作。

1、复习律动“萤火虫”，导入活动。

提问：萤火虫的这段音乐是快快的还是慢慢的？



2、请幼儿倾听完整的“纸条宝宝”音乐。

教师：“刚才小朋友跳的舞真好看，老师今天还带来了一段
跳舞的音乐，请小朋友听一听这一段音乐节奏是快快的还是
慢慢的。”

教师引导幼儿倾听音乐，分辨音乐的快慢。

3、再次倾听音乐，请幼儿用“耳朵”和“小手”一起听音乐。

（运用徒手动作帮助幼儿倾听音乐，从而辨别音乐的快慢。）

4、出示纸条，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刚才小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有一位小客人也在听这
首好听的音乐。”教师请出小客人（纸条宝宝）。

“纸条宝宝今天想和小朋友一起听音乐玩跳舞的游戏，谁愿
意和纸条宝宝一起玩游戏呢？”

5、请个别幼儿示范动作，大家学一学。（慢慢的、快快的）

6、幼儿听音乐自由体验“纸条宝宝”音乐游戏的快乐，教师
注意引导。

7、师幼互动，共同玩“纸条舞”的游戏。

8、游戏结束部分：带着纸条宝宝到户外玩游戏（“萤火虫”
音乐伴奏）。

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篇四

1、在感受音乐的基础上，模仿小宝宝睡觉的姿势。

2、愿意用动作表达妈妈对宝宝的浓浓爱意。



3、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娃娃哭闹的声音及娃娃一个

一、情景导入

（激发幼儿哄娃娃的愿望）提出问题：

1、娃娃家的娃娃想睡觉，可是总睡不着，娃娃怎么了？

2、她为什么哭？谁能让娃娃不哭？

小结：原来是娃娃要睡觉了，我们一起来哄娃娃睡觉。

二、欣赏感受

1、欣赏一遍音乐，用动作来表现。

2、欣赏音乐，边看边做动作，边哼唱歌曲。

重点：看看老师是怎么哄娃娃的。

小结：老师轻轻拍，轻轻唱，娃娃就不哭了。

3、跟着老师边唱边做妈妈哄娃娃的动作。

三、讨论

1、师问：小宝宝睡觉了，我们该干什么呢？怎么样不影响宝
宝睡觉？

2、幼儿学一学：现在我们都是老师的小宝宝，你们是怎么样
睡觉的，做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娃娃家中也可以这样哄娃娃。



在活动中，我为了避免孩子从头唱到尾，在解决难点四分音
符与感情技巧处理部分，我采用了谈话的方法，让孩子稍微
休息了一会，使活动能够动静结合，孩子们的表现基本上完
成了我预设的目标。当然了，本次活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各位老师和专家多加指点。

音乐雪宝宝教案小班反思篇五

1、辨别两种不同的声音，使幼儿对声音产生探究的欲望。

2、培养幼儿的操作兴趣，发展观察里，注意力以及对科学活
动的喜爱。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1、空八宝粥罐子、红豆、米若干

2、录音机，舞曲音乐

一、介绍新朋友罐头宝宝。

1、教师与幼儿拿着空罐头宝宝一起跳舞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新朋友与小朋友一起来做游戏。

二、给罐头宝宝喂食

1、师：罐头宝宝与小朋友玩得真高兴，可是他们的肚子有点
饿了，怎么办呢?(喂东西给他们吃)

2、师：你知道罐头宝宝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让幼儿随意地说说罐头宝宝吃的东西)

3、师：你们觉得罐头宝宝喜欢吃这么多东西，那我们来瞧瞧
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看看你们有没有猜中了。

教师边说边用视频转换仪出示米和红豆

4、师：你们愿意给罐头宝宝喂食吗?

后面都是为罐头宝宝准备的这些食物，呆会请小朋友来选择
一种食物喂给你手里的罐头宝宝吃，然后我们把罐头宝宝轻
轻摇摇，用你的耳朵来听一叮你手里的罐头宝宝会发出什么
好听的声音。

幼儿拿好自己手里的罐头宝宝到活动室后面给罐头宝宝喂食，
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儿注意不要让把食物弄在地上，罐头
宝宝吃好后轻轻地摇一摇罐头宝宝。

三、分辨罐头宝宝发出的声音。

1、师：现在请小朋友拿好你的罐头宝宝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坐
位，把你的罐头宝宝藏在椅子下面。

2、师：刚刚我们给罐头宝宝喂了好吃的食物，谁愿意来让你
的罐头宝宝发出好听的声音。

请幼儿上前来示范用罐头宝宝发出声音。

3、师：这个小朋友的罐头宝宝发出了什么好听的声音呀!

鼓励幼儿能用一些简单的词来说说听到的声音。

4、那你们知道他给罐头宝宝喂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让幼儿来猜测罐头发出的声音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并用视



频转换仪来验证幼儿的说法。

5、请能发出相同声音的罐头宝宝来一起唱唱歌。

6、师：谁还愿意到前面来让你的罐头宝宝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呢?

教师请给罐头宝宝喂另一种食物的幼儿带他的罐头宝宝上前
去示范罐头发出的声音，教师引导幼儿能听清声音，知道罐
头里喂的是什么食物。

四、幼儿相互交换罐头宝宝

1、让幼儿尝试听不同的声音。

师：现在要请小朋友来玩个游戏，刚才你们都知道两种不同
的食物喂给罐头宝宝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请刚刚给罐头宝宝
喂过米的小朋友和刚刚给罐头宝宝喂过红豆的小朋友交换一
下手里的罐头宝宝。

让幼儿去寻找另外一种声音的罐头自己来尝试倾听。

五、请幼儿带着罐头吃饱了的罐头宝宝一起运动一下。

《指南》中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
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本次活动设计就打破了
原来的填鸭式灌输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从幼
儿自身知识经验出发，让幼儿通过动手操作、亲自实践获得
了生动的学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