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 七彩光和果娃
娃活动教案(模板8篇)

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对教学
内容和过程进行详细设计的一种文件，对于初一教学来说也
非常重要。初三教案的编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
教师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提高。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一

七彩世界

七彩光和果娃娃

1、理解歌词的含义，感受友好、快乐的情绪。

2、学唱歌曲，尝试唱准附点和休止附。

1、带幼儿参观水果店，重点观察水果颜色的丰富多彩。

2、各种色彩并面带笑容的纸制果娃娃。

3、音乐磁带。

一、理解歌曲内容

1、完整欣赏一遍歌曲，说说听到了什么，与哪个故事有关。

2、带领幼儿有节奏地朗诵歌词，说说有哪些果娃娃。

3、按歌词顺序出示“果娃娃”，帮助幼儿念白歌词。

4、重点学念歌曲念白部分。



5、再次欣赏歌曲一遍，感受其节奏感和趣味性。

二、学唱歌曲

1、师幼一同演唱歌曲，感受乐句中的.附点和休止附。

2、教师演唱歌曲，其中念白处让幼儿插入，提高幼儿的兴趣。

3、启发幼儿用友好、欢快的声音演唱。

4、请幼儿用其他水果名替换念白处的内容，引导其余幼儿学
念。

5、采用个别幼儿创编的念白，演唱歌曲。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二

学唱歌曲，尝试唱准符点、休止符。

理解歌词的内容，感受歌曲中友好、快乐的情绪。

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尝试创编念白部分。

相关图谱、歌曲音乐、歌曲视频。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调皮的七彩光）光宝宝是怎
样到地上来的（出示图谱：溜）。

：它溜到地上让很多东西都有了漂亮的颜色。

光宝宝觉得月亮的`小朋友很聪明，它又来到了我们班。（出
示图谱：光宝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七彩
光和果娃娃）

听一听歌曲中它找到了哪些好朋友？它们变成了什么颜色？



观看《七彩光和果娃娃》视频，提问：光宝宝找到了哪些好
朋友？它们分别是谁？

出示没有颜色的果娃娃图谱，这些果娃娃没有颜色怎么办？
引导幼儿产生帮助果娃娃的愿望。

歌曲中的光宝宝是怎样做的？（出示图谱：亲亲果娃娃）

果娃娃穿上好看的衣服可开心了，我们一起把漂亮的果娃娃
叫出来吧！（配上节奏卡，边说边拍手打节奏）

果娃娃为什么乐的笑哈哈？（出示图谱：果娃娃染上七彩色
呀）

听《七彩光和果娃娃》音乐，提示幼儿看图谱打节奏。

这首歌有几部分？（有唱的有念白的）：这首歌的演唱形式
是说唱结合。

师幼共同演唱歌曲，引发幼儿发现歌曲中的符点部分，提示
幼儿歌曲中个别字要唱的长一些。

集体演唱，分角色演唱。师扮演光宝宝，幼扮演果娃娃。
（交换）

除了这些果娃娃，光宝宝还可以找哪些果娃娃做游戏呢？

我们试着把它们唱到歌曲里吧！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三

七彩世界

七彩光和果娃娃



1、理解歌词的含义，感受友好、快乐的情绪。

2、学唱歌曲，尝试唱准附点和休止附。

1、带幼儿参观水果店，重点观察水果颜色的丰富多彩。

2、各种色彩并面带笑容的纸制果娃娃。

3、音乐磁带。

一、理解歌曲内容

1、完整欣赏一遍歌曲，说说听到了什么，与哪个故事有关。

2、带领幼儿有节奏地朗诵歌词，说说有哪些果娃娃。

3、按歌词顺序出示“果娃娃”，帮助幼儿念白歌词。

4、重点学念歌曲念白部分。

5、再次欣赏歌曲一遍，感受其节奏感和趣味性。

二、学唱歌曲

1、师幼一同演唱歌曲，感受乐句中的附点和休止附。

2、教师演唱歌曲，其中念白处让幼儿插入，提高幼儿的兴趣。

3、启发幼儿用友好、欢快的声音演唱。

4、请幼儿用其他水果名替换念白处的'内容，引导其余幼儿
学念。

5、采用个别幼儿创编的念白，演唱歌曲。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四

学唱歌曲，尝试唱准符点、休止符。

理解歌词的内容，感受歌曲中友好、快乐的情绪。

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尝试创编念白部分。

相关图谱、歌曲音乐、歌曲视频。

谈话导入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调皮的七彩光）光宝宝是怎
样到地上来的（出示图谱：溜）。

小结：它溜到地上让很多东西都有了漂亮的颜色。

光宝宝觉得月亮的小朋友很聪明，它又来到了我们班。（出
示图谱：光宝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七彩
光和果娃娃）

听一听歌曲中它找到了哪些好朋友？它们变成了什么颜色？

引导有二理解歌词，记忆歌词。

观看《七彩光和果娃娃》视频，提问：光宝宝找到了哪些好
朋友？它们分别是谁？

出示没有颜色的果娃娃图谱，这些果娃娃没有颜色怎么办？
引导幼儿产生帮助果娃娃的愿望。

歌曲中的光宝宝是怎样做的？（出示图谱：亲亲果娃娃）

果娃娃穿上好看的.衣服可开心了，我们一起把漂亮的果娃娃
叫出来吧！（配上节奏卡，边说边拍手打节奏）



果娃娃为什么乐的笑哈哈？（出示图谱：果娃娃染上七彩色
呀）

听《七彩光和果娃娃》音乐，提示幼儿看图谱打节奏。

学唱歌曲

这首歌有几部分？（有唱的有念白的）小结：这首歌的演唱
形式是说唱结合。

师幼共同演唱歌曲，引发幼儿发现歌曲中的符点部分，提示
幼儿歌曲中个别字要唱的长一些。

集体演唱，分角色演唱。师扮演光宝宝，幼扮演果娃娃。
（交换）

创编歌曲念白部分

除了这些果娃娃，光宝宝还可以找哪些果娃娃做游戏呢？

我们试着把它们唱到歌曲里吧！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五

七彩世界

七彩光和果娃娃

1、理解歌词的含义，感受友好、快乐的.情绪。

2、学唱歌曲，尝试唱准附点和休止附。

1、带幼儿参观水果店，重点观察水果颜色的丰富多彩。

2、各种色彩并面带笑容的纸制果娃娃。



3、音乐磁带。

一、理解歌曲内容

1、完整欣赏一遍歌曲，说说听到了什么，与哪个故事有关。

2、带领幼儿有节奏地朗诵歌词，说说有哪些果娃娃。

3、按歌词顺序出示“果娃娃”，帮助幼儿念白歌词。

4、重点学念歌曲念白部分。

5、再次欣赏歌曲一遍，感受其节奏感和趣味性。

二、学唱歌曲

1、师幼一同演唱歌曲，感受乐句中的附点和休止附。

2、教师演唱歌曲，其中念白处让幼儿插入，提高幼儿的兴趣。

3、启发幼儿用友好、欢快的声音演唱。

4、请幼儿用其他水果名替换念白处的内容，引导其余幼儿学
念。

5、采用个别幼儿创编的念白，演唱歌曲。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六

1.理解歌词内容，学唱歌曲，唱准附点和休止符。

2.用友好、快乐的情绪演唱，感受歌曲的欢快。

理解歌词内容，学唱歌曲，感受歌曲的欢快。



唱准附点和休止符。

歌曲《七彩光和果娃娃》、图谱

一、故事引题，歌曲导入

1.师：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听了故事《调皮的七彩光》，故
事里的七彩光可调皮啦，他们在天上玩够了，就偷偷溜到地
上去玩，把七彩色带给了大家。

2.瞧，这一次七彩光又偷偷溜到了果园里，和果园里的果娃
娃们玩起了游戏，咦，七彩光和果娃娃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七彩光和果娃娃》吧！

二、理解歌词，学唱歌曲

1.教师清唱歌曲一遍，幼儿仔细倾听。

2.提问：你听到了什么？七彩光和果娃娃发生了什么有趣的
事？

3.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出示相应图谱。

4.引导幼儿边看图谱边有节奏地朗诵歌词，重点学念歌曲念
白部分。

5.教师再次清唱歌曲，幼儿看图谱跟唱几遍，感受乐句中的
附点及休止符的唱法。

6.分多种形式演唱歌曲，唱准附点和休止符。

四、创编歌词

1.请幼儿用其他水果名来替换念白处的内容。



2.采用个别幼儿创编的念白来完整演唱歌曲。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七

目标：

1、理解歌词、学唱歌曲，能唱准附点音符。

2、感受歌曲的说唱情趣，尝试创编念白部分。

3、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感受友好、快乐的情绪。

准备：

1、知识准备：已学习故事《调皮的光宝宝》

2、材料准备：各类水果、蔬菜图片

过程：

今天，我带来了一群水果娃娃，有什么呢？

我还能按节奏叫出它们的名字。

幼儿按节奏学念水果。

教师按节奏念歌词一遍

果娃娃开心了吗？它们是怎么笑的？请仔细听

教师清唱歌曲

果娃娃为什么笑哈哈了？

是谁帮助了果娃娃？



它用了什么方法？

师幼合作学唱歌曲：教师唱歌词，幼儿尝试念白。

光宝宝溜下地呀，有一个字音特别长，你听？教师范唱第一
句。同样方法学唱第二句。

幼儿学唱整首歌曲。

师友尝试合作演唱歌曲。

看见七彩光和果娃娃玩得这么开心，又来一群果娃娃，请小
朋友帮忙它们也来参加游戏。

看，它们是谁？它们都是蔬菜，我们可以叫它们什么呢？那
把菜娃娃编到歌曲里，歌名叫什么了？演唱歌曲《七彩光和
菜娃娃》。

七彩光和果娃娃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尝试用各种材料进行制作一些秋天水果。

2、体验各种区域带来的不同乐趣。

活动准备：

阅读区：《收获秋天》图书、秋天各种水果的图片，

动手区：纸张、蜡笔、硬纸板、浆糊等。

表演区：音乐磁带、水果头饰。

活动过程



一、复习歌曲《七彩光和果娃娃》并引出活动主题。

二、出示图片，引导幼儿欣赏。

三、介绍区角材料。

1、动手区：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纸张、蜡笔、硬纸板、浆糊
等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制作自己喜欢的水果。

2、图书区，老师准备了蜡笔和画纸，你可以把自己知道或是
喜欢的水果画下来，制作成一本秋天水果图书，向别人介绍
推荐。

3、这里还有橡皮泥，你可以把自己制作的水果进行标价，在
数学区进行交易。

4、请表演区的幼儿先制作好水果头饰，在进行表演。

二、幼儿选择区角。

请幼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区角进行活动。

三、指导幼儿进行游戏。

1、看图书区幼儿能否按图书的标准制作图书，引导制作完成
的小朋友用较完整的语言推荐介绍自己的图书，引导幼儿从
水果的口味、颜色等进行介绍。

2、帮助用橡皮泥制作的小朋友完成自己的作品。

四、幼儿整理操作材料.

五、评价本次区域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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