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
中班音乐教案夏天的雷雨(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篇一

1、理解歌曲内容，学会演唱歌曲。

2、能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两两结伴演唱。

3、了解夏天的雷雨和闪电。

4、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录有闪电、雷、雨声的磁带、歌曲《夏天的雷雨》录音磁
带、幼儿用书《夏天的雷雨》

2．在活动前引导幼儿观察过雷雨前后的自然现象。

1．播放雷、闪电、雨声，引起幼儿对夏天雷雨的回忆。

2．提问：这是什么声音？发生了什么事？

3．请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一说看到过的雷雨现象。



（帮助幼儿回忆再现夏天雷雨的现象，为下面学习歌词做好
铺垫。）

1．播放歌曲《夏天的雷雨》录音磁带，幼儿欣赏歌曲。

2．再次播放音乐录音后，用“教师问一问，幼儿答一答”的
句式，帮助幼儿熟悉歌词。如：教师问：天空中一闪闪，什
么光发亮？幼儿答：一闪闪，一闪闪，闪电光发亮。

3．幼儿以问答方式朗诵歌词。

1．教师跟随音乐朗诵歌词，并示范演唱。

2、播放歌曲《夏天的雷雨》录音磁带，幼儿跟唱，进一步感
受歌曲的旋律和歌词。

注意：（1）唱“一闪闪”“哗啦啦”时，用响亮的跳音。

（2）唱“轰隆隆”时，声音要大而有力。

（3）幼儿演唱歌曲2——3遍。

1．请幼儿尝试在演唱的过程中根据歌词内容创编简单的“闪
电、打雷、下雨”的动作。

2．幼儿尝试两两结伴，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演唱。

3．引导幼儿有表情地演唱。

（两两结伴演唱，有表情地演唱，用自己的身体动作创造性
地根据歌词内容表现夏天的雷雨，使每个孩子有了表现表达
的机会，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以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

在幼儿园的音乐歌曲选择上我们应该依据着：符合幼儿年龄



特点、节奏节拍适合的的歌曲。当然有着丰富的故事情节的，
有规律性的歌词的歌曲。具有一定教育价值的，孩子们兴趣
性高的歌曲等等。我们的在进行音乐活动中更多的会关注。
幼儿的兴趣、乐曲的音域以及歌词要更加贴近幼儿生活。
《夏天的雷雨》是一首问答歌，它以设问作答形式表达内容，
可以一问一答，也可以多问多答。形式活泼、问者自由，答
者也无拘无束，句式简单，对于开发孩子的智力，提高辨别、
联想能力大有裨益。在音乐活动中我总是以自己的积极情感
感染幼儿，和幼儿一同活动，和幼儿一起念、唱、奏、跳，
以感性来带动幼儿，避免了纯理性的传授，使幼儿能主动地
参与学习，而不是枯燥、机械地模仿。幼儿在25分钟欢快的
音乐活动中用唱、跳、奏等不同形式多次地感受音乐，他们
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自觉地投入到活动中去，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和幼儿的互动有所加强，
更加注重幼儿的学习效果，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把舞台
让给了幼儿，幼儿是课堂的主体。

我的宗旨是能让幼儿在快乐、轻松地氛围中学习音乐。让幼
儿能在美妙的音乐中得到心灵的陶冶。我在我的教学生涯中
要不断摸索，不断前行。

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篇二

1、能大胆的探索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2、探索蛋的秘密。

3、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4、对xx有浓厚的兴趣，热爱生活乐于探索。

1、出示鸡蛋

这是什么？



谁生的？（幼儿自由想象）

小结：这是颗鸡蛋

蛋宝宝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动手摸一摸）

2、探索鸡蛋内部结构：

蛋宝宝里面会有什么？（幼儿自由回答）

我们打开它看看里面是不是一样的？

（幼儿人手一个、有生有熟、自己尝试剥）

3、讨论：

你们剥出的蛋宝宝里有什么呀（生的叫蛋清、蛋黄，熟的叫
蛋白、蛋黄）？

为什么会这样？（机动问题）

哪种蛋会生宝宝？

发散性提问：。除了鸡蛋，你还见过哪些蛋，他们是谁生的？

4、游戏：小鸡出壳

鸡蛋宝宝是怎么变成小鸡的？

那你愿不愿意做蛋宝宝呢？

教师边口令领着幼儿做动作

鸡妈妈生了好多宝宝，一个个都躺在蛋壳房子里，他们睡了
很久很久，蛋壳房子有动静了，小鸡要出壳（身体动作）



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好吗？

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篇三

1、继续学习与同伴一问一答接唱歌曲，体验合作演唱歌曲的
乐趣。

2、启发幼儿用身体动作有节奏表达出歌曲中雷雨的各种声音。

3、通过歌曲来发展幼儿丰富的表现力和想象力。

钢琴一架

一、开始部分

1、发声练习：小鸟醒来了、种瓜、小动物叫

2、韵律活动：鞋匠舞、摘果子、快乐舞

二、基本部分

2、老师示范演唱歌曲，引起幼儿对歌曲的回忆。

3、老师和幼儿一起复习歌曲两遍。

4、引导幼儿唱好切分音和跳音。

5、教师指导幼儿学习与同伴一问一答接唱歌曲，体验合作演
唱歌曲的乐趣

6、引导幼儿尝试两两合作一问一答对唱歌曲。

7、引导幼儿探索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唱歌时用什么样的声音
来演唱？回答时用什么样的声音来演唱。



8、师生接唱歌曲——男女接唱歌曲——个别幼儿问，集体回
答唱。

9、鼓励幼儿用身体动作来表现歌曲。三结束部分复习歌曲
《萤火虫》要求幼儿能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篇四

《听听声音》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三
单元的第一课。该课包括“倾听周围的声音”及“听听音叉
发出的声音”两个活动。（由于实验器材的缺乏，我把音叉
换成了装水和不装水的两个啤酒瓶。）教科书设计这两个活
动的目的是要引领学生用心去倾听周围的各种声音，体验声
音的多样性，感受不同的物体发出的声音的不同。从而思考
更多关于声音的问题，为本单元后续的探究活动做准备。

1、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里，声音对于学生来说是
非常熟悉的。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声音的存在。这对本
课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生活基础。

2、学生没有真正思考过关于声音的问题。没有思考过他们听
到的声音有什么不同，这些声音是由什么物体发出来的等等
问题。这是本课学习的一个障碍。

知道我们周围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利用物体来
制造出不同的声音。

1、学生通过对声音的倾听，体验声音的多样性。

2、会运用语言描述和记录听到的声音，能根据声音的高、低、
强、弱对听到的声音进行分类。

1、进一步对科学探究产生兴趣。



2、逐步养成细致观察的习惯和态度，并乐于与同伴交流。

知道我们周围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会运用语言描述和记
录听到的声音

会运用语言描述和记录听到的声音，能根据声音的高、低、
强、弱对听到的声音进行分类。

1、学生准备：装水和不装水的两个啤酒瓶、小锤、实验记录
单。

2、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感受游戏的快乐，思考：我们凭什么猜出了说话的同学？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目标“知道我们周围充满着
各种不同的声音”照应。初步感受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的不
同。

引出课题。

倾听周围的声音

1、引导学生全神贯注地倾听教室内和教室外的声音。

2、老师通过课件播放一些声音，引导学生说出是什么物体发
出来的声音？有什么不同？引导学生用语言描述听到的声音。

1、全神贯注地倾听教室内和教室外的声音。

2、倾听录音里的声音。

3、交流：听到了哪几种物体发出来的声音？用语言描述听到
的声音。



引导学生感受声音的多样性。知道不同物体发出不同的声音，
会运用语言描述听到的声音。

听听啤酒瓶发出的声音

1、介绍音叉。

2、出示一组大小不同的音叉，用同样的力敲击音叉，引导学
生感受声音的高低。

3、选择其中一种音叉，先轻轻击打，再重一点击打，提问：
两个声音有什么不同？感受声音的强弱。

5、引导学生实验，填写实验记录单。

教师巡视指导。

1、认识音叉。

2、观察老师的演示实验，感受音叉发出的声音的高低、强弱。

3、小组实验敲击两个啤酒瓶。对听到的声音进行描述和记录。

我们也可以利用物体来制造出不同的声音。通过敲击啤酒瓶，

感受声音的高、低、强、弱，会运用语言描述和记录听到的
声音。逐步养成细致观察的习惯和态度，并乐于与同伴交流。

拓展

延伸

2、教师利用装水量不同的啤酒瓶演奏《摇篮曲》。

1、思考问题。欣赏音乐。



2、有兴趣的同学回家后可以利用啤酒瓶自制“啤酒瓶扬琴”。

激发学生对声音的研究兴趣。为本单元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

中班音乐活动夏天的雷雨教学视频篇五

1．认识雷雨这一自然现象。

2．进一步感知夏季的季节特征。

3．体验唱歌的乐趣。

4、初步了解雷雨的常识。

5、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感受雷雨。

1．准备录音机，歌风《夏天的雷雨》的音乐磁带。

2．准备有关雷雨现象的图片，录音。

3．准备手电筒，乐器若干。

一、教师播放录音，引出活动主题。

1．播放雷雨录音，让幼儿倾听。

2．引导幼儿猜一猜；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什么时候听这种声
音？

二、引导幼儿讨论。

谁看见过夏天的雷雨？它是什么样的？

三、组织幼儿观赏有关雷雨现象的图片。



1．请幼儿说说图片的内容：例如：闪电的画面，闪电过后下
雨的画面。

2．启发幼儿说说看到雷雨的感受。

3．引导幼儿讨论：打雷和闪电时应该怎么做？例如：用双手
掩着耳朵，张开嘴，不能站在树下，要留在安全的地方等。

四、学习歌曲《夏天的。雷雨》。

1．教师播放歌曲《夏天的雷雨》，引导幼儿倾听，欣赏。

2．引导幼儿说说从歌曲里听到了什么，帮助幼儿理解歌曲的
内容。

3．教师朗诵几遍歌词后，与幼儿一起随着音乐学唱歌曲。

五、幼儿表演歌曲《夏天的雷雨》。

1．引导幼儿自选取扮演打雷公公和闪电婆婆的角色，分别拿
着手电筒和乐器演唱歌曲。

2．指导幼儿分角色扮演，如唱到“一闪闪”时，闪电婆婆便
把手电筒开关数次，唱到“轰隆隆”时，打雷先生便要敲打
乐器。

3．根据幼儿的兴趣交换角色重复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