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吹草哨儿歌词 吹草哨儿音乐教
案(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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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草哨儿歌词篇一

教学目标：通过学唱歌曲《吹草哨儿》，感受在春天田野上
放歌的欢快的情绪，学习用明亮、跳跃的声音和舒展优美的
声音进行对比，细腻的表现歌曲的感情，二声部合唱要做到
音准、和谐。

教学重点难点：副歌的合唱和谐

教学准备：歌纸、投影、磁带、录音机

教学过程：

导言：冬天过去了，来说一说冬天里的印象吧。（学生交
流“忆冬”）

而现在，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在春天里，什么是最能打动
你的？可以描述一幅春景，也可以叙述一件事情。（学生交流
“迎春”）

一、发声练习

1、出示练声曲



2、演唱

a、舒展优美

b、跳跃轻巧

那你们能用这样的练声曲告诉我们“春天到来了”吗？你准
备怎么做？

a、歌词b、声音要求

春天来了，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呀！当我们结伴同行时，
走在田埂上时，一路欢歌笑语，是多么高兴呀！还有可能追
着、跳着呢！当看到柳树冒出了绿芽时，心中是多么惊喜啊！

二、学唱歌曲

1、揭课题、听感受

春天来了，真好！摘下一片青草叶子，一边走，一边吹起动
听的歌儿――吹草哨儿。

歌曲中你都看到了什么呢？（熟悉歌词）

你的心情如何？大家看到这一切，歌声中也应唱出――――？

2、学唱歌曲

a、主歌

我们的耳朵先“看”到了春天，那也让我们的歌声飘在春天
里吧！

跟着音乐轻轻的唱，能发现歌曲中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



（采用听唱法，六度、八度大跳可跟琴声模唱）

b、副歌

a、第一声部（跟琴声模唱带有升记号的旋律）

b、第二声部

c、合唱

（听、唱与歌谱结合）

3、完整的表达歌曲

歌曲中有三段，这三段我们都一齐唱？可以有些变化吗？你
想怎样设计呢？

（领唱合唱、对唱合唱、小组唱…）

真好，那我们按照领唱合唱的方案来完整的'表达歌曲吧！谁
先来说说按怎样的顺序演唱？

（提醒反复记号、延长记号）

当唱第三段时候，还要唱小房子里的吗？

有延长记号，就看老师的指挥手势来唱，好吗？来合作一下！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现在怎么来演唱吹草哨儿，你理解了吗？
用你们的歌声告诉我。

三、总结下课

一首吹草哨儿，让我们感受了明媚的春天，在你们的歌声中，



也让我感受到你们的欢乐。当然，演唱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中。真是高兴！

吹草哨儿歌词篇二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唱出三拍子歌曲的欢快、跳跃。

2．借助《雁儿飞》的`图片和教师相应的体态动作提示，理
解歌词内容并记忆歌词顺序。

3．尝试与同伴合作排成“人”字形队伍表演《雁儿飞》，注
意飞行时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方向以及与前后同伴之间的
距离。

活动重点：

唱出三拍子歌曲的欢快、跳跃。

活动难点：

理解歌词内容并记忆歌词顺序。

活动准备：

1．自制图片：雁儿与小树（活动的操作图片：一行雁儿排
成“人”字形向南飞，一排排小树排成行）。

2．录音机，《雁儿飞》录音磁带。

3．幼儿用书：《雁儿飞》（活动前指导幼儿阅读）。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引导幼儿回忆原有经验。

二、集体活动。

1.引导幼儿感知歌曲《雁儿飞》的旋律和歌词内容。

教师一边范唱歌曲，一边演示图片。

2.在教师的动作提示下。幼儿随音乐学咽歌曲《雁儿
飞》1～2遍。

3.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学习合作排成“人”字形队伍表演
歌曲。

教师指导全班幼儿随歌曲音乐，分组排“人”字形队列。

三、结束活动。

教师播放歌曲录音，幼儿学大雁排列成“人”字形队伍飞行。

《吹草哨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吹草哨儿歌词篇三

活动目标：

1、能运用感官较仔细地观察草的特征，初步了解小草与人们
生活的关系。

2、懂得爱护草地，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水彩笔每人一盒

活动过程：

1、户外散步，寻找食物。

——教师：今天，我们动物王国里的食物吃完了，我们没有
食物了，今天老师带你们去外面去外面寻找食物好不好？请
大家戴上自己喜欢的头饰，跟着老师出发吧！

教师一边说儿歌一边带着幼儿到户外的草地上

儿歌：草儿草儿青青，小虫小虫爬爬；草儿草儿青青，小兔
小兔跳跳；草儿草儿青青，小羊小羊咩咩；草儿草儿青青，
小牛小牛哞哞；草儿草儿青青，宝宝宝宝跑跑。（教师边说
儿歌边带幼儿做动作）

——教师：这些小动物都喜欢吃什么？（引出小草）

2、体验感受，了解小草的主要特征



教师带幼儿来到草地上。

——教师：现在我们就用自己的小手、小脚或鼻子来亲亲小
草，和小草做游戏好吗？（观察幼儿是怎么与小草做游戏的？
引导幼儿用手压、打滚、脱鞋赤脚在草上走）

3、交流分享

——谁来说说刚才你和小草是怎么做游戏的.？你的脚（手）
碰到小草有什么感觉？

请幼儿回答，孩子们共同感受小草的特征

师幼小结：小草是软绵绵的、小草的尖尖头碰到手时还感到
有点刺刺的、痒痒的。

——刚才我看到你把小草轻轻地压下去，你发现小草会怎么
样？（弹起来）小草真厉害压下去，还会弹起来。我们也来
试一试时，看看小草会不会弹起来。

师幼小结：是呀，草地就像绿色的大床、绿色的地毯，我们
在上面玩又舒服又不容易受伤。

感受小草的清香味

——教师：谁闻到小草的味道了？我们一起闻一闻，感觉怎
么样？老师告诉你们，小草发出的清香味还能使我们身体健
康。所以幼儿园里有许多草地，还有许多地方也有草地，想
想，你们在哪里见到过草地呢？（小区、公园等。）

4、爱护草地，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幼儿在交流中回忆爱吃草的动物有哪些？进一步丰富、了解
食草类动物。



5、为小动物做草坪

教师带领幼儿会活动室，出示大纸板。

幼儿集体在大纸板上作画，教师提醒幼儿注意小草的疏密分
配，引导幼儿画出不同种类的小草，不同形状的叶片，进一
步了解小草的特征。

吹草哨儿歌词篇四

设计思路

四五月的乡间田野，春光明媚，杨柳青青，是孩子们踏青的
天然公园，一段柳条，几根野草，甚至是随处可见的小葱苗，
都可以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宝贝。《柳条哨儿葱叶哨儿》就是
利用农村的自然环境设计的教育活动。活动以引发孩子对声
音的探索兴趣、培养儿童愉快的情感和自信心为目的，以操
作和具体的感知比较活动为手段，让幼儿在积极主动地做哨
子、吹哨子、比较哨音的操作及探索活动中，轻松愉快地感
知到哨音的高低不仅与材料有关，而且与材料的长短、粗细
有关系。

活动目标

1.情绪饱满地做柳条哨儿、葱叶哨儿，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1.选在春季进行。

2.枝条平整、粗细不同的柳条若干，小葱苗若干。

3.葱叶哨儿、柳条哨儿数支，小刀若干。活动过程

一、用哨音引起幼儿对活动的兴趣请一幼儿吹葱叶哨儿和柳
条哨儿（声音或长或短、或急或慢），其他幼儿猜一猜：1.



是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发出来的？2.用什么做的？怎样做的？
（评：变化的哨音，一下子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调动了幼
儿的思维，激发了对活动的兴趣）

二、学做柳条哨儿

1.请有经验的幼儿示范、讲述柳条哨儿的做法。（评：同伴
的示范不但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而且突破了柳条哨儿的
制作方法这一难点，此时，孩子们情绪高涨，跃跃欲
试：“这么简单，我也会！”）

2.讨论：做哨子时应该注意什么？让幼儿知道应该用小刀轻
轻刮柳条皮，不弄伤手指。（评：此环节消除了活动中的隐
患）

三、幼儿自选材料做哨子、玩哨子教师指导时应注意以下两
点：

1.观察幼儿表现，给需要帮助的幼儿以适当的.帮助。

2.鼓励先做出柳条哨儿或有制作经验的幼儿当小老师。3.对
于每个做出哨子的幼儿，教师都要指导他吹响，让每一个幼
儿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评：此时，幼儿已充满信心地参与
活动。对第一个做出并吹响哨子的幼儿，他们会羡慕不已，
同时，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只需观察幼儿的表现，
给予适时的点拨即可，让幼儿充分体会成功的喜悦）

四、引导幼儿发现哨音与材料及材料长短、粗细的关系

3.找三支材料和粗细相同，但长短不同的哨子，吹一吹，你
发现了什么？引导幼儿发现哨子的制作材料不同，声音也不
同；相同材料的哨子，如果长短、粗细不同，吹出的声音也
不同。短些、细些的哨子声音响些，粗些、长些的哨子声音
低些。（评：幼儿在充分地探索、感知以后，很容易发现柳



条哨儿和葱叶哨儿的声音是不同的。带有比赛性质的问题2，
可使幼儿进一步感知相同材料、不同粗细不同长短的哨子声
音是不同的；问题3，能使幼儿感知声音逐渐升高或降低的原
因）

五、幼儿自由吹哨子玩，结束活动六、

活动延伸：做实验“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吹草哨儿歌词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大自然的美是多样的，一年四季无处不在。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感受、发现和探究大自然的美。

3、懂得热爱大自然就要和大自然和平相处。

活动重点：感受、发现和探究大自然的美

活动难点：热爱大自然就要和大自然和平相处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录音机、磁带

树木、花、草、青蛙、猎人、小鸟、蝗虫等头饰。

活动目标

1、学生整体感知大自然的美，并初步感受美是多样化的。

2、学生懂得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活动重点：感受、发现和探究大自然的美

活动难点：热爱大自然就要和大自然和平相处

活动过程

一、故事“赤脚大仙”导入：传说天宫中有一位消遥自在、
与众不同的

让套在袜子中、穿在鞋子里的脚解放出来，直接接触大地，
与大地妈妈来一个热烈的拥抱?待学生确信真的会让他们打赤
脚后，让他们自愿组成若干小组，讨论校园中哪些地方可以
赤脚走一走。教师可以建议大家赤脚到处走走，体会一下在
各种不同路面行走的感觉(如操场、草坪、沙坑、石阶、泥地
等)，再根据各自的喜爱，选择其中两三处在走一走。学生赤
脚一定会兴奋得满校园奔跑、嬉闹，感受亲近大地得新奇，
体验回归自然的乐趣。

三、讨论交流：学生回到教室以后，也许会抑制不住自己的
欣喜之情，兴奋得交流赤脚走四方的感受。教师可以抓住这
一有利时机，以学生生活经验为基础，引导他们回忆春天的
某一次踏青或游玩活动，说说自己在活动中的见闻，进一步
感受大自然的美。

四、活动延伸

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在课后与好朋友或家长一起商讨，还可以
用什么方式来亲近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