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声音的教案名称 声音中班教
案(实用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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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一

乐器铃鼓、三角铁、木鱼、碰铃等若干件，琴一架，大鼓一
面。

乐音和噪音的录音。

重点难点

知道物体通过振动产生声音，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
的声音。

知道噪音的危害，在生活中避免噪音。

活动目标

知道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
音。

发展幼儿的听辨能力，能够对探索周围世界感兴趣。

了解噪音的危害，养成良好的说话习惯。

活动过程



一、寻找声音

（一）、听声音，通过游戏激发对声音的兴趣。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几样东西，这几样东西能产生声音，
小朋友仔细听一听，猜猜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声音？（师在遮
布后面，先后敲鼓、摇铃铛、拍打响板请幼儿辨别是什么声
音。）

（二）、了解当物体发生碰撞振动时就会发出声音，并感知
不同材料的物体发出的声音不同。

1.出示乐器，幼儿自由实验交流，怎样可以让乐器发出声音。

2.幼儿分组进行乐器操作，操作后请幼儿回答：你的乐器叫
什么，它是怎样发声的？（例如，我的乐器叫三角铁它是通
过敲打发出声音的）。

教师小结：物体发生碰撞振动就会发出声音；不同材料的物
体，经过打击碰撞后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三）、利用实验游戏，帮助幼儿了解物体振动就能产生声
音，停止振动，声音也就没有了。

1.教师报幕：“下一个表演节目的是花生米，它要在大鼓上
为大家表演舞蹈。”教师把花生米放在大鼓上，花生米不动。
教师：“咿？花生米不跳呢？怎么回事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我忘了，花生米说要大鼓给她唱歌她才跳舞。要怎样让
大鼓唱歌呢？”（幼儿回答击打大鼓）教师用鼓槌敲击鼓面，
花生米跳起了舞。提问：花生米为什么要用大鼓伴奏才肯跳
舞呢？（引导幼儿感知鼓槌必须和鼓面发生碰撞，鼓面振动
而发出鼓声）。

2.先请两、三名幼儿把一只手放在鼓面上，师用力敲击鼓面，



说说有什么感觉？（鼓面在动）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二

1.引导幼儿倾听录音，分辨出常见动物、车辆发出的声音。

2.倾听录音，根据录音做出相应的模仿动作。

物质准备：录有猫、狗、鸡、鸭的叫声和自行车、摩托车、
汽车的喇叭声的录音磁带;有关动物的毛绒玩具，相应车辆的
卡片。

活动前，引导幼儿学习并模仿小动物及车辆的相应动作。

1.“今天有几只小动物要来咱们班做客，你们听一听，是哪
些小动物来了?”

2.放录有动物叫声的录音，组织幼儿认真倾听，并说出是哪
种动物。

3.引导幼儿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和动作。

4.“你们每天早上是怎么来幼儿园的呀?”

5.让幼儿说一说，其他幼儿要认真倾听。

6.放录有车辆喇叭声的录音，组织幼儿认真倾听，并说出是
哪种车辆。

7.引导幼儿模仿车辆喇叭声及相应的动作。

活动一开始以谜语引出，让幼儿来猜一猜，引起他们的兴趣。
由于生活经验不太丰富，幼儿几乎猜不出来。最后由老师揭
开谜底，并简单说了一下理由。由谜语来引出“耳朵”。



游戏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活动了，通过游戏的形式，使幼儿感
受到耳朵的好处：能听出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也通过
图片，简单认识了耳朵。

在讨论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时，大部分幼儿都能说出主要的
几种保护方法。

活动的`不足之处：小班幼儿的生活经验不足，对象声词的认
识不够，以至于孩子没东西可说，如果在课前对各种象声词
先丰富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另外在讨论怎么样来爱护我们的耳朵时，也因幼儿经验的缺
乏，让幼儿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比较困难的。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三

1.引导幼儿了解声音是通过振动传播的，是多种多样的、不
同的物品发出不同的声音。

2.引导幼儿探索使物体发出声音的多种方法，激发幼儿的探
索欲望。

3.辨听一些常听到的声音，区分乐音和噪音。

4.经过舞蹈活动促进全身运动。

5.感知多媒体画面的动感，体验活动的快乐。

1.音乐：《小鸟飞》；声音准备：鸟叫声；刮风打雷下雨声；
锯木声；电流声、一些优美的音乐等。

2.小鸟头饰若干；篮子、笑脸和哭脸若干。

3.提供多种物品，如：打击乐器、书、纸、各种不锈钢餐具



等。

一、音乐《小鸟飞》进场，感知大自然的声音。

"今天天气真好，鸟妈妈想带鸟宝宝去森林玩好不好！"引出
大自然的声音（鸟叫声，打雷声等）。

二、感知身体发出的声音。

"森林里举办音乐会，要邀请鸟宝宝参加。但要考验鸟宝宝谁
最能干，看看那个鸟宝宝能让身体发出好听的声音。"让幼儿
大胆尝试并说出身体的哪些部位可以发出声音。

1.感应节奏×××××。

2.请幼儿结合身体拍打出节奏。

三、感知物体的声音。

1.小鸟妈妈出示一件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请幼儿说说它能不
能发出声音。

2.请幼儿自由挑选物品，鼓励幼儿探索并大胆尝试如何让手
上的物品发出声音。

3.请幼儿结合物体拍打出节奏|×××××。

4.小结：声音是通过振动而产生的。而自然界、物体和人本
身都会发出声音。

四、音乐游戏：《看谁的耳朵最厉害》区分乐音与噪音。

请幼儿静听一组声音，如果觉得好听的请举一个笑脸，如果
不好听请举一个哭脸。并请幼儿说说为什么要举笑脸哭脸。



教师小结：

1、动听悦耳，让人感到舒服的声音叫乐音；刺耳难听，让人
感到难受的声音叫噪音；让幼儿知道噪音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在生活中应如何减少噪音的产生。

2、让幼儿举出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引出"三轻"教育。（说
话轻、走路轻、搬动物品轻）

五、退场。

邀请小鸟们拿起物品跟着鸟妈妈一起去参加声音的舞会结束。

本次的活动来源于生活中很常见的声音，其教育资源来源丰
富，生活中的大部分物品，我们都能使其发出声音，让幼儿
亲身体验、探索并发现声音的多样性，并区分乐音和噪音。
这样就能给幼儿一个实际操作的机会，让幼儿获得切身的体
会。教师通过情景的教学引入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还注
重孩子自发的探索和孩子的亲身体验。这样就能给幼儿一个
实际操作的机会，让幼儿获得切身的体会。结束部分教师还
进行了随机教教育，让幼儿知道噪音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在
生活中应如何减少噪音的产生。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幼儿科学活动应密切联系
幼儿的实际生活，应充分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幼
儿科学探索的对象。应彩云老师也曾说过：“真正的教育是
生活与生活的摩擦，教育要回归生活。”罐子是生活中常见
的物品，随处可见，玩罐子是小班孩子喜欢的活动。为此，
选择了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玩罐子发展幼儿的综合能力。

1.辨别不同的物体在罐子里发出的不同的声音，体验探索的
快乐。



2.在听听玩玩的过程中，发展倾听能力。

3.体验合作表演的乐趣。

装有核桃、黄豆、米的罐子若干；空罐子若干；《幸福拍手
歌》录音；标记牌；黑板活动

（一）听一听摇一摇（初步得出结论：没有声音代表罐子里
没有物体；有声音代表罐子里有物体。）

1、老师出示一个空易拉罐，摇一摇，问：“这个罐子里有东
西吗？”“你怎么知道没有东西的？”（没听到声音）

2、老师拿起一个里面有东西的罐子，摇一摇：“这个罐子里
面有东西吗？”“为什么？”（有声音所以有东西）

（二）听一听猜一猜（辨别罐子里三种物体的.不同材料及在
罐子里发出的不同声音）

1、老师请幼儿玩一玩罐子，体验罐子发出的不一样的声音。

2、为自己的罐子找声音相同的朋友，教师根据罐子的声音把
幼儿分成三组坐下。

3、让幼儿了解、探索每个罐子中的材料。

（三）听一听玩一玩（游戏提升，体验声音的快乐）警察叔
叔红绿灯的游戏。

1、讲解游戏规则。

2、慢动作示范一次。

3、加上伴奏演奏一遍。



（四）延伸探究活动（罐子里没声音就代表没物品吗？）

听一听想一想，罐子里没声音就代表没物品吗？出示一筐装
有东西却没有声音的罐子（如纸、海绵等），摇一摇，没声
音，为什么？（在班级区角活动中投放，引导孩子继续探索）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五

1、让幼儿在听听玩玩的过程中，让罐子发出好听的声音。

2、引导幼儿辨别不同的物体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听觉能力。

3、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4、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六

1、欣赏好听的音乐。

2、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声音的感受。

1、准备录音机；各式音乐，如轻快的、悲伤的、雄壮的`等
等。

2、准备制作面具所需的材料，如硬纸板、水彩颜料、笔等。

1、欣赏音乐。

教师分别播放一段轻快的音乐和一段悲伤的音乐，请幼儿闭
上眼睛，静静地聆听。

2、交流感受。



启发幼儿讨论听到这两段音乐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如听到轻
快的音乐，心里感到很舒服、开心；听到悲伤的音乐，心里
感到很难受、不舒服。

3、设计面具。

a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设计、制作不同表情的面具，如
高兴的、生气的、开心的、悲伤的等。

b鼓励幼儿展开想象，大胆设计，尝试用不同颜色和图形表现
出不同表情的面具。

4、听音戴面具。

播放各种声音，如轻快的、悲伤的音乐，悦耳的鸟鸣声，吵
闹的讲话声等，让幼儿根据不同的声音选择戴上适合的表情
面具。

1、建议幼儿向家长或周围的人调查了解“哪里可以听到好听
的音乐”，记录后提供给全体小朋友。

2、引导幼儿在美工区中利用线条和色彩表现各种不同的声音。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七

你想到了什么

声音的联想

1、运用听觉感受大自然的变化。

2、培养想象与表演能力。

3、能辨别出不同的声音，并对声音产生丰富的联想录制各种



声音（风声，警车，咳嗽，玻璃碎了，鼓掌，）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录制各种声音（风声，警车，咳嗽，玻璃碎了，鼓掌，羊，
牛，狗。猫叫声）

（二）游戏大风与小风

我知道小朋友最喜欢玩游戏了，咱们来玩个叫《大风与小风》
的游戏好不好？

1。先商量一下大风用身体怎么表示，小风用身体怎么表示。

2。介绍游戏规则后玩游戏。

通过商量，定位双手上举为大风，平举为小风。当老师双手
上举发出大风的声音时，小朋友可以做翻滚，跑步等动作，
以表示大风吹来；双手平举发出小风的声音时，小朋友轻轻
移动，以表示小风吹来。（老师边说边示范）

（三）寻找生活中的声音

让幼儿说一说，生活中还听到过那些不同的声音？（汽车声，
动物叫声等）

（六）结束部分：再次播放音乐故事，引导幼儿表演故事。

（七）活动延伸：制造声音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能
听到声音，那能不能自己制造声音？咱们到院子里试试吧。

通过游戏和音乐提高幼儿对声音的兴趣，帮助幼儿联系生活
经验展开丰富想象。运用了小动物的声音让幼儿想象，充分



感受小动物的心理活动。注意运用正确的语言，引导幼儿展
开想象"

课后小结：通过游戏和音乐提高幼儿对声音的兴趣，帮助幼
儿联系生活经验展开丰富想象。运用了小动物的声音让幼儿
想象，充分感受小动物的心理活动。注意运用正确的语言，
引导幼儿展开想象。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八

1、透明杯一组

2、动物杯一组5只（分别装有5种材料：沙子，米粒，棉花，
红豆，弹珠或黄豆、玻璃弹珠、回型针、小吸管、软布）

幼儿选择透明罐子，看看内部装什么，再摇一摇，听声音，
感受不同物品在罐子里发出的声音。

1、摇一摇动物杯，通过听听、猜猜、比比，猜出里面是什么
材料的声音？

2、通过摇摇透明杯来验证动物杯内的材料声音是否正确。

在杯子里装入同种类型，不同数量的材料（如玻璃珠），通
过摇一摇，听一听，对比透明杯的声音后判断哪个杯子里玻
璃珠多，哪个杯子里少。

1、观察幼儿是否愿意探索不同材料发出的声音。

2、观察幼儿是否能通过声音的对比，找到相同的声音来验证
杯内的材料。

1、瓶中物品所发出的声音需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2、可以先让幼儿了解盒内装的物品，感受它们的声音，再猜。

声音的教案名称篇九

1、主动借助各种材料发出不同的声音。

2、感受自制声音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各种盒类、塑料袋、塑料瓶、易拉罐、酸奶瓶、纸等各种
废旧材料。

2、伴奏音乐。

【活动过程】

听音乐《幸福拍手歌》律动进入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特殊的玩具宝宝，
你们看看都有什么啊？它们能制造出不同的声音？而且每个
玩具制造出的声音都不一样呢，小朋友想不想去试一试？”

请幼儿自由选择材料进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1、向大家介绍自己是怎样制造声音的，使物品发出声音的？

2、教师小结，刚才小朋友肯动脑筋，通过敲敲、打打、揉揉、
碰碰制造出了不同的声音！

刚才小朋友手中的玩具宝宝都能发出好听的'声音了，那咱们
把它们当成小乐器，用它们来为歌曲伴奏吧，分组开始。

用各种物品可以制造出声音，咱们的身体也可以制造出声音，
试一试，好咱们一块来！随《幸福拍手歌》律动走出活动室。



【活动延伸】户外活动时引导幼儿观察大自然中可以发出的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