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 中班音乐活动教案
(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篇一

1.在熟悉旋律的基础上，学唱歌曲《睡觉》。

2.能用固定的句式讲述歌词内容，并随着音乐用动作表现动
物睡觉的姿态。

3.激发热爱小动物的情感，感受歌曲的乐趣。

1.图片。

课件。

教师：刚才我们读了《一本讲述睡觉》的书。故事里有谁？
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出示动物图片。

1.引导幼儿讲述动物睡觉的方式。

教师：看！小动物们来了，他们在干什么？别吵，小动物睡
觉啦！他们是怎么睡觉的？

2.引导幼儿用三字、一句话的方法来说一说小动物睡觉。

（1）大象睡觉呼呼呼，马儿睡觉站着睡，鲸儿睡觉游游游，
树袋熊睡觉静悄悄（背宝宝）。



（2）猫头鹰睡觉在白天，小鱼儿睡觉眨眼睛，企鹅睡觉靠一
起，长颈鹿睡觉静悄悄。

1.完整讲述，记忆歌词。

（标记记忆法）教师：我们一起来把他们睡觉的样子说一说。

2.教师范唱，感知歌曲。

教师：小动物睡觉的样子太可爱的，老师都忍不住想唱一唱
呢。

3.幼儿学唱，感受歌曲。

教师：请大家轻轻的跟着老师来唱一唱。（藏图法唱2-3遍）

4.变换形式，巩固练习。

教师：我们来合作演唱，分成四组，每一组扮演一种小动物，
用接唱的方式表演歌曲。轮到的站起来唱。

1.启发引导，动作表现。

2.动作表演，体验歌曲的乐趣。

（集体，小组，个别）教师：谁愿意来给大家边唱边表演歌
曲的？

3.给歌曲取名字。

教师：今天我们唱了一首关于小动物睡觉的歌曲，你们觉得
可以给歌曲取个什么名字呢？

教师：还有许多小动物睡觉的样子我们还没有说到呢，以后
大家可以继续编一编，唱一唱。



活动延伸：

日常活动：继续了解其他动物的睡觉形式，并将其编入歌曲。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篇二

乐于进行表演活动，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

尝试看图谱用乐器演奏。

幼儿在活动4中画好的病菌脸谱。

《病菌拜拜》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8页。

沙槌、三角铁、其他乐器。

指挥棒。

形式：集体/小组

1、请幼儿戴上病菌脸谱，想象自己是病菌，表演病菌活动的
姿态。

2、出示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8页，请幼儿观察图画，向幼儿
提问：

图中有什么乐器？（沙槌、三角铁。）

当奏出沙槌声音时，病菌的手势是怎样的？（向上举起。）

当奏出三角铁声音时，病菌的手势又是怎样的？（垂下。）

3、老师根据幼儿用书第8页的节奏图谱，摇动沙槌和敲奏三
角铁。



请幼儿随着节奏扮演病菌自由走动，当听到三角铁的声音，
就立刻停下来。

4、老师示范看图谱奏乐，可请另一位老师用指挥棒指着图谱，
当指挥棒指着“沙槌”图时，演奏者摇动一下沙槌；当指
着“三角铁”图时，演奏者先敲一下三角铁，然后把持敲击
棒的手横向摆动一下。老师可多示范几遍看图谱奏乐，引导
幼儿掌握节奏。

5、等幼儿熟悉以上节奏后，与幼儿玩“病菌来了”的游戏，
幼儿分成两组，一组是配乐组，一组是动作组。配乐组的幼
儿分别拿着沙槌和三角铁看图奏乐；动作组的幼儿分别扮
演“病菌”和“小朋友”。沙槌声响起时，“病菌”和“小
朋友”可以自由走动，三角铁声响起时，“小朋友”停止走
动，“病菌”去抓身边的“小朋友”。

6、可请幼儿想象病菌走路的声音像什么乐器声，然后换上该
种乐器代替沙槌来演奏。

能动作协调、有创意地表演病菌走路。

能看图谱用乐器演奏。

在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8页的节奏图谱中，一个“沙槌”图代
表一拍，而一个“三角铁”图代表两拍。由于敲打三角铁时，
只有一次动作和一下声响，所以可继续做摆动敲击棒的'动作，
使幼儿感受两拍的时值。

老师还可改变游戏方式，用或快或慢的节奏奏乐，让幼儿感
受不同的节奏的变化。例如当音乐节奏慢时，“病菌”不能抓
“小朋友”；当音乐节奏快时，“病菌”才能抓“小朋友”。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篇三

1、引导幼儿感受四三拍的歌曲旋律及强弱拍的变化，能唱出
句首的重音，并学会领唱、齐唱与伴唱。

2、引导幼儿独立创编歌词，并能演唱出来。

3、帮助幼儿体验唱歌的快乐，学会在歌唱活动中与他人协作。

1、 二十一世纪出版的幼儿读物。

2、 带领幼儿倾听各种声音。如动物的叫声，下雨的声音，
打雷的声音，刮风的声音等。

1、发声练习：师生问好歌曲《小鸟醒来了》、《唱支节日
歌》、《找朋友》、《哈罗、哈罗》《勾勾小指头》。

2、律动练习：《生活模仿动作》、《鞋匠舞》、《大马告诉
我》。

教师：小朋友看看这个小女孩在干什么呀？（引导幼儿观察
幼儿用书上的小女孩在倾听什么。）

幼儿：听声音。

教师；对了，小朋友在平时都能听到什么声音呢？谁来学一
学给我们听。（请个别幼儿起做声音来模仿）

教师：小朋友模仿的真像，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首新的歌曲，
歌曲的名字就叫《听》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呀？请小朋友完整
的回答老师。

幼儿：歌曲的名字叫《听》



教师：小朋友先听老师把这首歌曲的歌词念一编，小朋友要
认真听，听听都有些什么个词，等会老师请小朋友起来告诉
我。看谁坐的最端正，那他听的一定最多。（请幼儿说出他
们听到的歌词）

教师：这些小朋友们说的很好，现在请小朋友们一起跟着老
师的琴声来学念歌词，（教师要强调幼儿念出句首重音）。
请小朋友跟着老师和琴声一起把歌词念一遍。

教师：我们已经学会歌词了，那我们接下来学唱歌曲好不好？

幼儿：好！

幼儿：好！

教师：这会老师想听听小朋友们唱，老师听听的谁的声音最
好听。小朋友唱的很好！老师想请几个小朋友到上面来表演。
看看谁坐得端正就请谁来。

表扬上课认真学唱歌曲的小朋友。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篇四

听味道

(听力训练3-4岁)

1、培养幼儿的听觉能力。

2、培养幼儿的想象能力。

3、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和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想象味道和声音之间的联系。



5、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

6、引导幼儿根据已有的经验，理解歌词，用优美的声音演唱
歌曲;

秀豆糖、苦瓜、奶糖、辣味牛肉干、百宝盒

沙锤、串铃、三角铁、手鼓、多音桶、钹、括葫

1、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引导幼儿："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
个神奇的宝盒，里边有好多的宝贝。"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很
认真的闻一闻，"好香呀，里头好象有很特别的好东西……"

2、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请幼儿围圈坐好。奥尔夫音乐教案老
师："老师的这个百宝盒里有好多的味道，小朋友也肯定吃过
很多不同味道的东西吧，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请每位小朋友
到老师这里来，尝一种味道，但是请大家悄悄的不要说话，
记住自己的味道。"

3、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请每位幼儿不说话，用表情来表达自
己尝的是什么味道。其他小朋友来猜，这位小朋友尝的是什
么味道。

4、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刚才老师让大用表情来表现味道。
现在请大家每人到老师这里来再尝一种味道，然后在老师面
前的一堆乐器里选一件来演奏，以表达你尝的味道的感觉。
其他小朋友来猜他尝的是什么味道。"

5、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可以请每位幼儿到老师那自选一种乐
器，在老师那尝完味道后，坐回原位，老师请每位幼儿站起
来演奏自己的味道。

6、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味道所对
应的乐器的声音，奥尔夫音乐教案老师说那种味道，那种乐



器发出声音。

中班音乐听教案与反思篇五

愿意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和动作，体验音乐活动的乐趣！

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现
能力。

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电脑动画、胸饰、音乐

一、歌表演：看朋友引入

二、看看哪些动物朋友来了？幼儿猜猜

三、红红的鸡冠，早上早早起，是谁？

动画演示：和公鸡打招呼！

你们好，我是怎么唱歌的？（幼儿自由模仿）

公鸡，公鸡，喔——喔

依此推出：小羊、小狗、小猫

四、我们听见小动物的叫声，全靠什么呢？

五、那我们两只小耳朵来听听小动物唱的歌吧！欣赏歌曲

六、你听到小动物怎么唱的？(幼儿随意唱唱)

七、老师的两只耳朵听见了，我也来唱唱



八、小朋友也来和小动物一起唱歌。

九、小动物，一边唱，一边还做动作呢！师生边唱边表演。

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一起来唱歌（戴胸饰表演）

还有许多小动物唱歌声音很好听的，启发小鸭子怎么唱
的？……

那我们去找更多的小动物唱歌，看，它们都走来了……（表
演：走路，自然结束）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结合音乐本身的要素，让幼儿感
受到不同的音乐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学习音乐、享
受音乐，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音乐的情感体验，才
能达到音乐教育“以美感人、以美育人”的目的。幼儿的演
唱效果很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了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能力。通过成功的音乐活动，会提升孩子们对音乐活动的兴
趣，也能提升一些能力较为弱的孩子对音乐活动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