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篇一

1．用动作表现歌曲中3/4、2/4拍的节奏。

2．根据歌词内容做相应的动作。

3．积极投入活动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鱼网一个。

一、在《郊游》乐曲伴奏下进教室。

二、复习歌曲《在农场里》。

三、感受歌曲《小蝌蚪》的乐曲旋律，理解歌词内容，并做
动作。

1．倾听教师范唱。"青蛙妈妈的孩子小蝌蚪在唱歌，大家注
意听，它唱了些什么？"

2．根据歌词内容，师生共同创编动作。

3．在教师带领下，边念儿歌边做动作，表现歌曲中3/4、2/4
拍的`节奏变化。

4．在歌曲旋律伴奏下，尝试配歌词，学唱歌曲。



5．在歌曲录音的帮助下，边唱歌曲边做动作。

四、边唱歌，边玩游戏。

1．教师讲解游戏玩法及规则。

"小蝌蚪边唱歌边在水里游，玩得很开心，调皮的孩子拿来鱼
网捉小蝌蚪，灵活的小蝌蚪快快地游回去了。""鱼网出现时，
小蝌蚪才能游回家去！"完整游戏，幼儿边唱歌边按歌词内容
和歌曲节拍做动作，歌曲结束，鱼网出现，小蝌蚪逃回家去。

2 . 在自然角中投放小蝌蚪并向幼儿介绍小蝌蚪变青蛙的过
程。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在《郊游》乐曲伴奏下进教室。复习歌曲《在农场里》然后
学唱歌曲。

最后边唱歌边玩游戏。

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篇二

1、用动作表现歌曲中3/4、2/4拍的节奏。

2、根据歌词内容做相应的动作。

3、积极投入活动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在进行表演时，能和同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表演。

鱼网一个。

一、在《郊游》乐曲伴奏下进教室。



二、复习歌曲《在农场里》。

三、感受歌曲《小蝌蚪》的乐曲旋律，理解歌词内容，并做
动作。

1、倾听教师范唱。"青蛙妈妈的孩子小蝌蚪在唱歌，大家注
意听，它唱了些什么？"

2、根据歌词内容，师生共同创编动作。

3、在教师带领下，边念儿歌边做动作，表现歌曲中3/4、2/4
拍的节奏变化。

4、在歌曲旋律伴奏下，尝试配歌词，学唱歌曲。

5、在歌曲录音的帮助下，边唱歌曲边做动作。

四、边唱歌，边玩游戏。

教师讲解游戏玩法及规则。

"小蝌蚪边唱歌边在水里游，玩得很开心，调皮的孩子拿来鱼
网捉小蝌蚪，灵活的小蝌蚪快快地游回去了。""鱼网出现时，
小蝌蚪才能游回家去！"完整游戏，幼儿边唱歌边按歌词内容
和歌曲节拍做动作，歌曲结束，鱼网出现，小蝌蚪逃回家去。

在自然角中投放小蝌蚪并向幼儿介绍小蝌蚪变青蛙的过程。
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在《郊游》乐曲伴奏下进教室。复习歌曲《在农场里》然后
学唱歌曲。

最后边唱歌边玩游戏。

我们班的幼儿大都生活在小区之中，对于小蝌蚪这个动物形



状并不熟悉，因此，在学习时孩子可能不会太理解，这样就
会影响游戏的效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因此，在活动前，我
带来了许多小蝌蚪，并放到自然角中，孩子们见了，一到自
由活动，他们就拥向自然角，好奇地观察着小蝌蚪，在观察
中，他们了解了小蝌蚪的外型特征及它们游泳的姿态，在谈
论中，他们了解了小蝌蚪的生长过程，对小蝌蚪有了丰富的
生活经验。在孩子对小蝌蚪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后，我们
就开始组织孩子进行活动，在活动中，孩子们纷纷热烈地谈
论着对小蝌蚪的认识，这时老师用歌词进行简单总结，使孩
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歌词内容，接着在欣赏音乐旋律中
我们引导孩子自己尝试着进行演唱，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就
哼出了歌曲，体现了孩子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接着，我们
在组织孩子进行游戏活动，在进行游戏时是孩子们最投入，
也是最高兴的时候，由于他们对蝌蚪的游泳姿势并不陌生，
他们纷纷地模仿小蝌蚪的游泳姿态表演着，非常开心、愉快。

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篇三

1.按要求填空。

迎，共（　 ）笔，第6笔是（　 ）。

蹲，共（　 ）笔，第7笔是（　 ）。

群，（　 ）结构，左边是（　 ），右边是（　 ）。

2.看图读课文，填空。

图画表现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小蝌蚪在水里游，它与课文第
（　）段对应。图画表现的第二部分内容是（　 ），课文第
（　 ）段和它相对应。图画表现的第三阶段内容是（　 ），
课文第（　）段和它相对应。图画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小蝌蚪
终于变成了（　 ），找到了妈妈，它与课文第（　 ）段相
对应。



3.读课文，答题。

（1）小蝌蚪的样子是：________

（2）青蛙的样子是：________

（3）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是：________

4.读读写写

蝌蚪　 鲤鱼 荷花 嘴巴　 阿姨

青蛙 乌龟 脑袋 摆动 游来游去

参考答案

1.迎，共（7）笔，第六笔是（ ）（3）。 蹲，共（19）笔，
第7笔是（ ）。群，（左右）结构，左边是（君），右边是
（羊）。　 2.图画表现的第一部分内容与课文第（一）段对
应。图画表现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小蝌蚪向鲤鱼妈妈和小鲤
鱼游去），课文第（二）段和它相对应。图画表现的第三段
内容是（小蝌蚪错把乌龟当妈妈），它和第（三）段相对应。
图画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小蝌蚪终于变成了（青蛙），找到了
妈妈，它与课文第（四）段相对应。

3.小蝌蚪的样子是：大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
巴。（2）青蛙的样子是：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
鼓着一对大眼睛。（3）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是：先长出两
条后腿，过了几天，长出两条前腿，又过了几天，尾巴变短
了，成了青蛙。　 4.略。

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篇四

1.初步熟悉曲调，会用自然的声音歌唱。



2.能大胆地用动作表现歌曲的内容。

重点：会用自然的声音歌唱。

难点：能大胆地用动作表现歌曲内容。

1、幼儿听过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知道青蛙妈妈的孩子是小
蝌蚪，了解小蝌蚪的样子。

2、与歌曲内容相关的图示，音乐《小蝌蚪找妈妈》。

3、场地准备：将幼儿椅子排成半圆形，教师坐在幼儿前面。

1、结合故事，谈话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提问：青蛙妈妈的孩子是青蛙吗？（不是，是小蝌蚪）

小蝌蚪是什么样子的？（圆圆的脑袋，细细长长的'尾巴，全
身黑油油的等）

一开始，小蝌蚪知道妈妈是谁吗？（不知道，小蝌蚪在找妈
妈）

2、理解唱歌曲内容。

（1）师：小蝌蚪真可爱。老师还可以把它唱出来呢，认真听
哦。

幼儿安静倾听。

（2）提问：你听到了什么？

幼儿回忆歌曲内容，讲述。

（3）教师结合幼儿讲述，出示图示，引导幼儿有节奏的学说



句子。

（4）教师组织幼儿有节奏的完整学念歌曲内容。

3、学唱歌曲。

第一遍教师清唱，幼儿倾听。

第二遍教师弹琴唱歌，幼儿跟着唱。

第三遍教师弹琴，鼓励幼儿把声音放出来。

第四遍教师弹琴，幼儿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4、歌表演。

（1）师：我是蝌蚪姐姐，你们是小蝌蚪。

（2）提问：小蝌蚪怎么游？谁来试试？

教师鼓励幼儿大胆上前作小蝌蚪游的动作。

（3）师：看看蝌蚪姐姐是怎么游的？小蝌蚪们，我们一边唱
歌，一边在水里游游，去找妈妈吧！

幼儿跟着教师一边唱歌，一边扮作小蝌蚪游游。

（4）提问：小蝌蚪是怎么吃东西的？

幼儿尝试做动作。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做动作。

（5）师幼一起完整歌表演。



音乐小蝌蚪教案小班篇五

一、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小蝌蚪变青蛙的成长过程。

2、能够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

3、尝试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地表述画面内容，并鼓励幼儿
创造性地表演故事。

二、活动准备：

故事录音带、课件、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引出课题。

1.师：今天李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谜语，我想请聪
明的小朋友们来猜一猜、看看那谜底到底是什么?大大的脑袋，
黑黝黝，细细的尾巴水中游!”

幼：小蝌蚪。

2.(出示小蝌蚪的图片)

师：这就是小蝌蚪、它有着大大的脑袋，黑黑的身体，还有
一条小尾巴。

幼：愿意!

师：恩，你们都是有爱心的好孩子呀!那让我们一起来帮小蝌
蚪找妈妈吧!



(二)、教师分段说故事，师幼互动，幼幼互动。1.教师朗读
虾公公那段故事，师幼表演

师：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路上碰到了谁呢?

师：小蝌蚪们是怎么问虾公公的?虾公公又是怎么回答的?(两
个问题连在一起问)幼：请问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你们的妈妈
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好孩子到前面去吧!师：
恩、__x小朋友说的真棒!那么下面我想请位小朋友们来扮演一
下小蝌蚪的角色，我来扮演虾公公。

师：经过虾公公的提示后，小蝌蚪又继续往前游。在下面的
过程中它们找到妈妈了吗?让我们一起陪小蝌蚪们找找!

2.出示大鱼的图片，讲述第二段故事，幼幼表演

师：这是谁啊?

师：哦!这是一条大鱼!大鱼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
小蝌蚪们看见把它当成了妈妈，就迎上去叫：‘‘妈
妈.......

师：大鱼是小蝌蚪的妈妈吗?幼：不是。

师：恩，那它们为什么会把大鱼当成妈妈?为什么会认错?

幼：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只有四条腿…小蝌蚪很
有礼貌的说了声谢谢!师：恩，你说的真棒!下面我想请小朋
友们来扮演小蝌蚪们，一位小朋友扮演大鱼妈妈。

3.出示螃蟹的图片，幼儿猜故事情节，教师讲述故事，全体
表演。

师：这是谁啊?



幼：螃蟹。

师：那你们来猜一猜小蝌蚪看到螃蟹后，会对螃蟹说些什么?
螃蟹又会怎么回答小蝌蚪?

幼：叫螃蟹妈妈;螃蟹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师：恩，让我们来听一听故事里是不是这样讲的。

师：果然，蝌蚪看到螃蟹就叫螃蟹“妈妈、妈妈”。你们真
聪明!然后螃蟹是怎么回答小蝌蚪的啊?幼：我不是你们的妈
妈。你们的妈妈只有四条腿。好孩子，到前面去找吧!师：
哦!小蝌蚪又认错妈妈了，谁能来说一说小蝌蚪为什么会认错
妈妈的?幼：因为鱼妈妈说过它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而螃
蟹妈妈的肚皮就是白的。师：对于螃蟹妈妈的回答，小蝌蚪
又是怎么有礼貌的说的?幼：谢谢您，螃蟹妈妈!

师：恩，我想请几位小朋友上来表演一下小蝌蚪，其余小朋
友和我一起表演螃蟹妈妈。(全体表演)

4.出示乌龟的图片，幼儿猜想，教师讲述，全体表演。

师：这又是谁啊?

幼：乌龟。

师：这一次小蝌蚪又会对乌龟说什么呢?乌龟又会怎么回答小
蝌蚪呢?

幼：会叫乌龟妈妈，妈妈……

幼：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裳，唱起歌
来‘呱呱呱’，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好孩子，块找她吧!

师：这次小蝌蚪为什么会认错妈妈?



幼：因为螃蟹妈妈说过它们的妈妈有四条腿，而乌龟妈妈就
有四条腿。

师：对于乌龟妈妈的回答，小蝌蚪又是怎么有礼貌的说的?幼：
谢谢您，乌龟妈妈!

师：恩，我想请小朋友们扮演乌龟妈妈，我来扮演小蝌
蚪。(幼儿表演)

师：看来这一次小蝌蚪还是没有找到妈妈，但是小蝌蚪们，
并没有放弃，让我们再帮它们找找吧!游啊游，游啊游，这一
次小蝌蚪们见到妈妈了吗?5.出示青蛙妈妈的图片，教师讲述
故事师：这是谁呀!

幼：青蛙妈妈!

幼：…...

6.教师出示小蝌蚪成长过程

师小结：原来小蝌蚪过几天先会长出两条后腿来，接着又会
长出两条前腿来，等四条腿长齐了，脱掉尾巴，换上绿衣裳，
就变成了青蛙。

(三)、回忆故事内容

(四)、熟悉掌握故事

幼儿跟录音边看图边讲述故事《小蝌蚪找妈妈》。

大班故事《小蝌蚪找妈妈》说课稿

一、说教材：

这篇童话故事以浅显的文字生动地描写了《小蝌蚪找妈妈》



的故事，同时配有图文形式叙述了小蝌蚪是怎样找妈妈的以
及最后变成青蛙的有趣过程。从教材编排看，童话中动物角
色较多，语言生动、趣味性强，是幼儿进行表演的典型教材。
从教材结构看童话中对话较多、重复式结构较多，幼儿很感
兴趣，也是最容易掌握的最佳范例，同时活动目标也明确指
出尝试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地表述画面内容，并鼓励幼儿
创造性地表演故事。

二、说教学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小蝌蚪变青蛙的成长过程。

2、能够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

3、尝试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地表述画面内容，并鼓励幼儿
创造性地表演故事。

三、说活动的重点和难点：

活动重点：尝试用完整连贯的语言清楚地表述画面内容，并
鼓励幼儿创造性地表演故事。活动难点：幼儿初步了解小蝌
蚪变青蛙的成长过程。

四、说活动准备准备：

故事录音带、课件、图片

五、说教法方法：

本次活动教学，以幼儿指导纲要为指导，根据故事内容的特
点，创建了“多向互动、合作探究”的主体教学模式。通过
师幼互动，幼幼互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作
用，同时运用多媒体课件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针对教材内
容和分析我主要运用了游戏表演法、视听结合法和分段观察



的三种教学方法。

六、说活动过程

1、猜谜激趣，导入课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活动开始时，我用谜语引出蝌蚪，引发
幼儿的兴趣，并通过提问：“小蝌蚪从没见过自己的妈妈，
你们知道小蝌蚪的妈妈是谁吗?”提问：为什么小蝌蚪和自己
的妈妈长得不一样?幼儿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为幼儿创
设情景，设置悬念，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发展幼儿
的思维，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另外还给幼儿提供了一次自
由表达的机会。整整发挥了幼儿的主体地位。

2、分段欣赏故事，幼儿感知故事内容

我让幼儿看课件欣赏故事，幼儿通过色彩鲜明的画面和优美
动听的故事，以及自身的表演，身临其境后，就能轻而易举
地初步感知了故事的整体内容。教师并通过一系列的启发性
提问让幼儿深入了解故事中的运用，感受诗歌中的重复式结
构的语句特点，感受到故事的趣味性。分段欣赏法更有助于
加深幼儿对故事的记忆能力，使幼儿头脑中更为清晰，为下
面的角色表演奠定基础。

4、在对幼儿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还有对幼儿进行思维训练。
活动中，我通过质疑：小蝌蚪和青蛙妈妈长得像吗?对其进行
思维训练。在此基础上，让幼儿回顾故事，自己来解决问题，
变幼儿被动求知为主动求知，培养了幼儿的综合判断能力。
在次看课件了解青蛙的生长过程并让幼儿通过肢体来表示小
蝌蚪到青蛙的成长过程。本节课的难点就轻易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