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小雪花教案 小雪花小班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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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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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小雪花教案篇一

1、观察下雪的场影和雪花的特征，感受下雪的乐趣。

2、了解雪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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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课件、下雪视频、雪景的图片。

1、观看雪景的照片，问幼儿图片里是什么天气，下雪了，你
们有没有见过下雪啊？下雪是非常好玩的，也会非常冷，我
们来看看下雪我们可以做些做游戏（出示堆雪人、打雪仗、
滑雪、摔跤）

2、下雪这么好玩，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看一看下雪的场影啊？
播放下雪视频。

4、你们想不想看一下真的雪花啊？拿出瓶子装的雪花，让每
个幼儿亲手摸一摸，问幼儿有什么感觉？（颜色、温度等）



5、一段时间后，请幼儿观察雪花有没有融化现象，提醒幼儿
注意到当雪花不见时会有水产生，最后全部融化，变成了透
明的水。

总结：当温度升高时，雪花会融化成水慢慢的消失了。

南方的小朋友很多没见过下雪，所以本节课使用了课件、视
频惯穿课堂，小朋友能从视觉上看到雪地和下雪场景，最后
我把事先准备的冰箱里的霜刮下来，当成是雪，因为真的是
跟雪没有两样，不管是颜色和温度，都和雪非常接近，让小
朋友亲手摸一摸雪，小朋友都感到很神奇，呵呵，善意的欺
骗，小朋友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音乐小雪花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联系听信号变换速度四散跑，体会冬季活动的乐趣，不拍寒
冷

学习游戏的玩法及规则。

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主要形式：

集体

课时安排：

一课时，30分钟

重点难点重点：



感受游戏的快乐难点：掌握游戏的玩法

活动准备：

一块平坦的场地，游戏前学会儿歌。

活动玩法：

请幼儿扮做“小雪花”，教师做东婆婆一起说儿歌，冬婆婆
发出指令：“下大雪了！”小雪花在场地内四散快跑；冬婆
婆发出指令“太阳公公出来了”小雪花在场地上慢跑；冬婆
婆发出指令“太阳公公出来了”小雪花在原地蹲下。游戏随
老师口令反复进行。

建议：

当幼儿熟悉儿歌后，教师可增加指令如：“雪花飘到滑梯上，
飘到……”请幼儿练习听信号向指定方向跑，还可以把“雪
花”分成几组，“落”在不同的地方！

教学反思：

为了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我以“雪花”这一主题为线索贯
串整个教学过程。很自然的过渡到展开这一环节。这一环节
的重点是让幼儿欣赏雪景图，加深对雪的喜爱之情。然后引
导幼儿在欣赏雪景图得基础上，导入主题——小雪花。重点
定于:理解儿歌内容，激发对雪的喜爱，感受作品优美的意境。
在这个过程中，我利用幻灯片，让幼儿欣赏，活动的难点定
于:通过学习作品，大胆的对儿歌进行创编，发挥幼儿想象力，
在此过程中我先让幼儿通过观看雪景图的幻灯片加深对雪的
喜爱，对欣赏了雪景得基础上回忆有关雪的记忆，对雪花有
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后，引导幼儿想象雪花飘落时的优美，
它会飘落到哪儿?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思
维能力。并直接数词儿歌——小雪花。



音乐小雪花教案篇三

１、熟悉歌曲旋律，学唱三拍子歌曲《快乐的小雪花》。

２、尝试用身体动作来表现小雪花飞舞的样子，尝试用彩笔
画出小雪花飞舞的形象。

３、创编歌词内容，感受艺术活动带来的喜悦。

１、音乐图谱一份；

２、彩笔、大白纸若干；

３、音乐磁带、课件《飞舞的小雪花》。

一、观看课件《飞舞的小雪花》，感受雪花飘落下来的轻盈，
欢快，尝试用身体动作来表现小雪花的样子。

１、师：小朋友们，冬天到了，冬爷爷给我们送来了礼
物——美丽的小雪花！瞧！它们来了，〔播放课件〕这是小
雪花，它会跳舞呢！让我们一起仔细看看它们是怎样跳的？
（幼儿观察，自由讨论）。

师：我们一起来做小雪花吧！（引导幼儿用身体动作来表现
小雪花飘落下来的形态，重点练习从上向下飘落及身体翻转
的动作）。

２、教师引导幼儿探索小雪花跳舞的声音，在音乐的伴奏下
学习演唱歌曲的前半部分。

师：（出示图片）这是小雪花，它不仅会跳舞，还会唱歌呢！
我们来听听它唱了些什么？（依次出示图谱）

师范唱：（４２—ⅰ1——ⅰ1——ⅰ）



沙沙沙沙

３、教师带领幼儿随伴奏乐演唱歌曲前半段。

师：我们一起来把小雪花跳舞的动作连起来唱一唱。（师幼
齐唱歌曲前半段）

二、完整学唱歌曲

１、教师随伴奏逐一出示歌曲前半段的图片，帮助幼儿理解
歌曲内容，并学唱歌曲。

２、幼儿欣赏教师完整范唱歌曲。

师：小雪花究竟唱了些什么？请仔细听。

３、幼儿随音乐学唱歌曲的后半段。

４、看图谱随音乐学唱整首歌曲。

三、尝试用画笔画出小雪花飞舞的的形状。

师：小雪花可能会在哪里跳舞呢？请你用彩笔在纸上画出你
的想法。

１、幼儿自由作画。

２、幼儿交流绘画作品，尝试摆成图谱。

四、师生一起看图谱完整演唱歌曲。

１、师幼问答式合作演唱歌曲。

师：画图谱的地方我来唱，没画图谱的地方请小朋友们唱，
好吗？（师生合作演唱歌曲，感受合作的乐趣）



２、幼儿自己摆图谱和小伙伴自由演唱歌曲。

３、幼儿听音乐用身体动作表现小雪花飞舞的形态。

五、创编歌曲内容，让幼儿体验创作的快乐。、

师：如果小雨点落下来，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幼：（嘀答，哗啦）。

师：我们一起把小雨点编到歌曲里演唱吧！（师生合作创编
歌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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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小雪花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理解歌曲内容，能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2、能运用肢体动作表演雪花飘落的情景。

3、借助小图谱记忆歌词，学唱歌曲。

4、经过舞蹈活动促进全身运动。

活动准备：

白纸撕成细小的纸片模仿雪花、白色颜料、蓝色纸板、记号
笔、旧报纸

活动过程：

一、小雪花飘来了

1、冬天来了，北风呼呼的吹，吹来了一位好朋友，猜猜它是
谁？

2、教师手捧“雪花”，吹起来，模仿雪花在风中飘落的情景。

3、一片片小雪花从哪里飘下来？它是怎么从天空中飘下来的？
你能用动作表演吗？（请个别幼儿表演）

4、雪花飘到树枝上、飘到房顶上、飘到草地上、飘到窗户上。
它敲着窗户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沙沙沙沙沙）

二、

1、小雪花从哪里飘下来？



2、小雪花来做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3、教师边有节奏的读歌词，一遍即兴以简笔画的方式表达歌
词内容。到“我是小雪花”、“冬天来到了”处，用旧报纸
粘上白色颜料粘在蓝色纸板表示雪花。

4、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三、好听的歌曲《小雪花》

1、小雪花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小雪花》，我们
一起来听听。

2、教师边指图谱边逐句范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进一步熟
悉旋律。

3、教师范唱歌曲第一句提问，幼儿看图谱唱回答部分。两至
三遍以后互换，由幼儿先唱提问部分，教师唱回答部分，或
者男孩女孩互为互答。

4、幼儿用自然的声音学唱歌曲若干遍。

四、北风和小雪花

1、幼儿扮演小雪花，边唱边表演歌曲。唱完歌曲，若老师弹
奏舒缓优美的旋律，就表示北风微微吹，“小雪花”做自由
飘散的动作；若弹奏急促热烈的旋律，则表示北风猛烈地吹，
“小雪花”必须找到好朋友抱在一起，不然就会被北风吹跑。

2、游戏2-3遍。

课后反思：

音乐《小雪花》是我们教研组的音乐课，由邵老师执教。这
首歌又简单又好听，孩子们非常的喜欢，其实孩子们很喜欢



雪花，只是南方下雪的机会很少，孩子们对于雪的美好的记
忆不是很多。但是邵老师配上了带有动画效果的雪景视频，
一下子激活了孩子的灵感。特别是让孩子表演下雪的情景时，
孩子们做得都是有模有样，他们很喜欢做下雪时的动作，双
手往下滑落时各个手指翘翘的，很有节奏感。同时，邵老师
也请了一部分幼儿让他们在前面表演。当最后一句歌词“告
诉你，告诉他，冬天来到了”时，孩子们真正体验到冬天终
于来临了的喜悦之情。

对于音乐活动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们大胆的去表演，有些孩子
会在表演的同时，会跟着老师不由自主一起唱歌。这充分说
明了孩子的喜爱之情。邵老师整节课上的都比较顺利，唯一
不足的是最后的游戏环节，第一次游戏时，孩子们只是跟着
老师，没有放开来玩，邵老师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没有交代清
楚，于是又进行了补充，第二次游戏时，孩子们就比较活跃。

小百科：雪花也称银粟，玉龙，玉尘，是一种晶体，是天空
中的水汽经凝华而来的固态降水，结构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多呈六角形，像花。

文档为doc格式

音乐小雪花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歌曲内容，能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2.能运用肢体动作表演雪花飘落的情景。

活动准备：

白纸撕成细小的纸片模仿雪花、白色颜料、蓝色纸板、记号
笔、旧报纸



活动过程：

一、小雪花飘来了

1.冬天来了，北风呼呼的吹，吹来了一位好朋友，猜猜它是
谁?

2.教师手捧“雪花”，吹起来，模仿雪花在风中飘落的情景。

2.小雪花来做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3.教师边有节奏的读歌词，一遍即兴以简笔画的方式表达歌
词内容。到“我是小雪花”、“冬天来到了”处，用旧报纸
粘上白色颜料粘在蓝色纸板表示雪花。

4.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三、好听的歌曲《小雪花》

1.小雪花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小雪花》，我们
一起来听听。

2.教师边指图谱边逐句范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进一步熟
悉旋律。

3.教师范唱歌曲第一句提问，幼儿看图谱唱回答部分。两至
三遍以后互换，由幼儿先唱提问部分，教师唱回答部分，或
者男孩女孩互为互答。

4.幼儿用自然的声音学唱歌曲若干遍。

四、北风和小雪花

1.幼儿扮演小雪花，边唱边表演歌曲。唱完歌曲，若老师弹
奏舒缓优美的旋律，就表示北风微微吹，“小雪花”做自由



飘散的动作;若弹奏急促热烈的旋律，则表示北风猛烈地
吹，“小雪花”必须找到好朋友抱在一起，不然就会被北风
吹跑。

2、游戏2-3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