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 幼儿园中班教
案奥尔夫音乐(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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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
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篇一

:

一、培养幼儿对4|4拍强弱的规律和感受

二、利用说白节奏进行语词的创作游戏

三、感受顽固节奏

教学cd、幼儿用书、节奏卡

:

一、律动感受

1、故事导入：“小朋友的家里有小狗吗？．．．．．．今天，
老师也带来一只小狗．．．．．．”

２、根据故事内容做动作。

３、结合音乐律动。

４、教师引导幼儿创编动作。



５、教师整合幼儿创编的动作，结合音乐练习，并在说白的
时候拍手。

６、教师引导幼儿进行身体乐器的创编。

二、强弱规律的游戏

１、教师做出强弱的声音。如跺脚与拍手。并让幼儿分辨。

２、说说白并结合强弱。如：跺脚时说小、拍肩时说眼睛。

３、引导幼儿创编强弱的动作。

（1）身体乐器---如：拍手、拍腿等动作进行

（2）生活乐器---地板、桌子、等物体为节奏型伴奏。

４、结合音乐练习。

三、感受顽固伴奏

1、语词创作：运用幼儿用书的提示引导幼儿进行语词的创作。

如：小黄狗，眼睛花天天都要去看花，

我爱花我看花就是不要去摘花

２、语词的呼应：

问：小黄狗怎样叫？答：汪汪汪汪汪汪汪叫

３、出示节奏卡，结合节奏卡进行练习。

４、节奏练习



１）先一起练习顽固伴奏。

２）分组练习

一组：说白节奏型一组：顽固伴奏

四、乐器合奏

１、出示乐器

２、乐器练习

１）一起练习说白节奏型

２）一起练习顽固伴奏

３、乐器合奏：说白节奏型与顽固伴奏。

幼儿用书使用说明：

1、教师引导幼儿将图画节奏型转化为音符节奏型，画在小狗
的下面

2、教师与幼儿一起进行的语词创编。

3、请幼儿把小狗的节奏型演奏出来，并注意强弱拍的表现

4、请家长在右上角记录小朋友的创作表现

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篇二

1、听辨声音的长、短。

2、让幼儿感受二分音符、四分音符时值的不同。



3、会用肢体语言或乐器，表现声音的长短变化，体验声音游
戏的乐趣。

4、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活泼有趣的特点。

5、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1、音乐：《有趣的声音》、《火车开啦》。

2、图谱。

3、乐器。

一、声音游戏。

有哪些小动物来了？让幼儿说出动物的名称，然后模仿叫声
及动作。

二、肢体游戏。

2、小结：我们生活中的声音，有长也有短，老师用一根长纸
条表示长音，如：喵-；把这根长纸条剪成两段，就变成两个
短音，如：汪汪；出示纸条，让幼儿形象理解。

3、启发幼儿用肢体表现长短不同的声音，如：长音，伸长手
臂；短音时，握拳手臂收回。

4、启发幼儿用身体动作演奏声音的长短节奏。如：拍手、踏
脚、摇头-----

三、节奏游戏。

1、认识乐器：三角铁、木鱼，知道名称和用法。

2、让幼儿用自己手里的乐器敲出声音，说出是长音还是短音。



3、出示节奏谱《不一样的声音》，a组幼儿用三角铁演奏长
音，b组幼儿用身体动作（拍手、踏脚----）演奏短音。然后b
组幼儿用木鱼演奏短音，a组幼儿用身体动作（踏脚、开枪、
敲鼓---）演奏短音。

4、a、b组看图谱分段演奏。

四、活动小结。

我们周围有许多长短不同的声音，音乐就是由很多长短不同
声音组成的。

开火车出教室，去寻找外面不一样的声音。

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篇三

1、听辨声音的长、短。

2、让幼儿感受二分音符、四分音符时值的不同。

3、会用肢体语言或乐器，表现声音的长短变化，体验声音游
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1、音乐：《有趣的声音》、《火车开啦》。

2、图谱。

3、乐器。

有哪些小动物来了？让幼儿说出动物的名称，然后模仿叫声
及动作。如：。



（小小猫；喵-小狗：汪汪汪汪）让幼儿说出谁的声音长
（短）？

小羊：咩-咩-小鸡：叽叽叽叽

（启发：动物园里、大街上、厨房里、天空中------4---5人）

2、小结：我们生活中的声音，有长也有短，老师用一根长纸
条表示长音，如：喵-；把这根长纸条剪成两段，就变成两个
短音，如：汪汪；出示纸条，让幼儿形象理解。

3、启发幼儿用肢体表现长短不同的声音，如：长音，伸长手
臂；短音时，握拳手臂收回。

4、启发幼儿用身体动作演奏声音的长短节奏。如：拍手、踏
脚、摇头-----

1、认识乐器：三角铁、木鱼，知道名称和用法。

2、让幼儿用自己手里的乐器敲出声音，说出是长音还是短音。

3、出示节奏谱《不一样的声音》，a组幼儿用三角铁演奏长
音，b组幼儿用身体动作（拍手、踏脚----）演奏短音。然后b
组幼儿用木鱼演奏短音，a组幼儿用身体动作（踏脚、开枪、
敲鼓---）演奏短音。

4、a、b组看图谱分段演奏。

我们周围有许多长短不同的声音，音乐就是由很多长短不同
声音组成的。

开火车出教室，去寻找外面不一样的声音。



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篇四

1.通过元素性的节奏/律动/游戏等体会角色游戏的乐趣。

2.通过图示体会音乐的曲式结构。

3.培养幼儿模仿能力、想象能力，节奏感等。

道具(鞋匠的包);音乐《鞋匠之舞》、《玩具兵进行曲》;黑
板、粉笔。

1.律动《玩具兵进行曲》a教师带领幼儿跟随音乐节奏，变换
动作行进。

例如：拍手、拍肩、拍腿、跺脚等。

体会运用身体乐器的乐趣。

b教师提醒幼儿模仿自己喜欢的玩具，边表演边行进。

2.欣赏音乐《鞋匠之舞》，老师模仿鞋匠，跟音乐节奏做缝
和捶的动作。

3.引导幼儿画图并通过图示体会音乐的曲式结构：a-b-b’。

看图示跟音乐做动作，体会a缝的动作及节奏；体会b和b’的
节奏区别。

4.幼儿扮演鞋匠练习动作，启发幼儿在捶的动作时的创编，
例如：不同方位的捶。

5.分角色游戏：一半的幼儿扮演鞋匠，一半的幼儿扮演顾客。

提出要求，鞋匠要利用各种语言或方法招揽顾客。



顾客在a时找鞋匠修鞋，b时伸出脚，跟着音乐节拍做出得意或
满意或不满意的表情。

一个乐句结束时换脚。

b’结束要付钱。

第二次a开始再换一位鞋匠修鞋。

6.小朋友交换角色，创编不同的修鞋方法，再次游戏。

7.教师和小朋友一起做活动小结。

8.听音乐开火车律动，离开活动室。

中班教案奥尔夫音乐篇五

1、引导幼儿大胆用肢体动作表示音乐节奏，尝试用身体的各
部位做动作和同伴打招呼。

2、感受和好朋友一起参与音乐游戏的乐趣。

cd音乐。

一、肢体点名游戏“宝贝在哪里”。

师：小朋友们都喜欢和好听的音乐做游戏，我们的身体也做
好准备了吗？手到了吗？肩膀到了吗？让我们的身体先来唱
唱歌。

二、肢体意识游戏，故事引出课题，熟悉感受“好朋友”音
乐旋律及节奏。

（第一次听音乐）教师边引导幼儿听音乐，边轻轻叙述音乐



中的节奏变化。

2、刚才小宝找到了很多朋友吗？让我们再来找一遍朋友，看
看找到了几个好朋友？（听音乐第二遍）让幼儿倾听并分辨
音乐中的节奏变化。听听音乐里每次长音部分找朋友找了几
个呢？鼓励幼儿边听音乐边在长音部分做和好朋友打招呼的
动作。

3、刚才小朋友见到好朋友了，怎样和好朋友打招呼啊？

还有哪里会打招呼？肩膀会吗？手会吗？

鼓励幼儿大胆随音乐表现并在长音部分做各种打招呼的动作。

（第三次听音乐）原来可以找那么多的好朋友啊，做那么多
的动作和朋友打招呼呢，一次比一次多呢。

三、集体互动游戏“我的好朋友”。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拉手跳舞随音乐游戏两遍，在音乐中长音
部分引导幼儿互相用各种身体动作问好打招呼。（听音乐游
戏两遍）

四、结束：听音乐开着火车和好朋友去外面玩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