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实用8篇)
初二教案需要包含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方
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内容，以确保教学的全面
性和有效性。下面是一些与高一教案相关的教学示范，希望
能够帮助大家提升教学质量。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一

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拓展自己的已有经验，进行创编对歌

附：《对歌》

哎……哎……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嗨长又长？什么耳朵长又长列，嗨长又
长？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嗨长又长？什么耳朵长又长列，嗨长又
长？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什么耳朵长又长列？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什么耳朵长又长列？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二

1、了解歌唱的不同形式以及广西壮族人民喜爱"对歌"的风俗。

2、学习对歌，体验音乐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3、经过舞蹈活动促进全身运动。

4、体验自主替换歌词的愉悦情绪。



视频快乐颂山歌对歌

一、相互问好，以歌舞《快乐颂》引入课题小朋友们好！你
们快乐吗？——哦，看来今天小朋友的心情都不一样嘛。那
小朋友们你们平时都会做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
是吗？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拥有一个快乐心情非
常的重要，而唱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拥有
一个快乐心情吧。（播放快乐颂，快乐歌唱、舞蹈激起幼儿
兴趣！）

二、欣赏视频，感知不同的.歌唱形式

（一）回忆平时唱歌情形，感知合唱，独唱等唱歌形式小朋
友们你快乐吗？你喜欢唱歌吗？那，我们平时都是怎样唱歌
的呢？谁来说说看？（幼儿回答，教师引导）很多的人一起
唱叫什么？（合唱）小组几个人，几个人的唱叫什么？（小
组唱）一个人唱呢？（独唱）。不错唱歌的形式有很多种，
但一样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知道吗？在中国有个美丽地方叫
广西，那里的壮族民人也很喜欢唱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
是怎么唱歌吧？请仔细的欣赏哦！

（二）播放视频山歌，幼儿欣赏。感知领唱，齐唱的歌唱形
式

1、引导幼儿交流讨论：他们唱歌和我们一样吗？怎样唱的呢？
（一个人领其他人跟唱）一个人在前面领着唱叫什么？（领
唱）那后面很多人一起整齐的唱呢叫什么？（齐唱）

2、教师小结：原来（除了合唱，小组唱，独唱，领唱），齐
唱也是唱歌的一种的形式。

（三）播放视频对歌，幼儿欣赏。感受壮族的"对歌"这个特
殊的风俗



1、欣赏视频：广西的壮族人，不但喜欢唱歌还把唱歌当成话
来讲哦，一起去听听吧，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播放视
频）

三、欣赏对歌的音乐《什么水面打筋斗》，学习对歌

（一）欣赏"对歌"感受对歌形式，熟悉旋律

（二）教师以猜谜语的形式引导幼儿理解歌中的内容。如"什
么水面打筋斗""什么水面起高楼""什么水面撑雨伞""什么水
面共白头"

（三）学唱歌曲《什么水面打筋斗》

四、结束部分幼儿用绸带，围裙扮演壮族娃娃对唱，充分感
受对山歌的乐趣。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念念儿歌，初步让幼儿感知反义词的含义。

2、以情境游戏的形式学习儿歌。

活动准备：商店图片、"食物"图

活动过程：

一、出示"商店"

1、商店里有什么商品?要求幼儿用一定的数量词。

2、哪个大?哪个小?



3、哪个多?哪个少?

4、哪个粗?哪个细?

二、倾听儿歌

1、儿歌里的食物在哪里?

2、食物有多少?

3、尝试念儿歌

三、游戏：反义词大的反义词是什么?(如：大西瓜小枣子)多
的反义词是什么?

粗的反义词是什么?

四、延伸：视听活动游戏再现

教学反思：

?对对歌》的内容是一首琅琅上口的反义词儿歌，在儿歌中作
者把一些常用的反义词穿插其中。让孩子在游戏中学到知识。
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亲身体会到反义词就在我们身边，激
发了孩子进一步学习反义词的兴趣。把在身边找到的反义词
用自己的方式编成儿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同时使幼儿
更加明确的认识反义词。

总之，在培养幼儿的语言时，要把握每个幼儿的实际，掌握
幼儿学习语言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训练，让幼儿多
看、多听、多说、多练，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创设良好的
语言环境，那么，幼儿的语言一定会健康的'发展。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四

触过这种形式。但这首歌的旋律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有点难，
因此我在上课前已经让幼

儿熟悉过对歌的旋律，运用了《什么圆圆红通通》。我运用
小朋友所熟悉的小动物，把

动物身上最大的特征用谜语的形式编进对歌当中，使幼儿更
加能够理解，乐于去参加对

歌。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五

1.出示“反、退、容易、困难、旧、深浅、、利、失败、简
单”这些生字词语让学生开火车认读，再齐读。

2.同桌互用生字卡考一考，互相纠正读错的字。

3.你觉得哪一个字最难记？你用什么办法记住它呢？

4.引导学生观察，你从每句话里前后两个词语发现乐什么？

5.告诉学生，像这样对对子，也是一种很有趣得识字方法。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六

1.小朋友，我们先来做个游戏吧！老师说一个词，你们马上
说一个与它意思相反得词，看谁的反应最快！（师：我说大。
生：我说小。师：我说黑。生：我说白。）

2.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游戏就叫“对对歌”，它是儿歌中的一
种。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对对歌。（师板书课题，学生齐



读一次）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七

本课教学设计以游戏形式导入新课，上课一开始就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采用“在小组内读，师生合作读、
同桌互相拍手读、比赛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读懂儿歌，还
通过“师生合作对歌、找朋友、生字找家”等游戏让学生认
识、巩固生字，学生在动一动、做一做、玩一玩中尝到了识
字得乐趣。

对歌大班音乐教案反思篇八

设计意图：

?对歌》原本是刘三姐电影中的插曲，形式很简单，一问一答，
我们班的幼儿也相应接触过这种形式。但这首歌的旋律对于
中班的孩子来说有点难，因此我在上课前已经让幼儿熟悉过
对歌的旋律，运用了《什么圆圆红通通》。我运用小朋友所
熟悉的小动物，把动物身上最大的特征用谜语的形式编进对
歌当中，使幼儿更加能够理解，乐于去参加对歌。

活动目标：

1、感知民间对歌的歌唱形式，尝试学习对歌。

2、积极参加对歌，体验对歌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大象、小兔，以及歌曲的图谱。

2、幼儿已熟悉对歌的旋律。



3、音乐《刘三姐对歌》。

活动过程：

一、《刘三姐对歌》音乐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请你听听与你平
时听到的歌曲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播放歌曲）

——问：请你来说说与你平时听到的歌曲有什么不同？

（这种有问有答的唱歌方法叫对歌。）

——问：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呢？（学习“哎”）

二、学习《对歌》

（谜面和谜底）

1、出示大象图谱，引导幼儿根据图谱唱对歌。

师：看，第一只小动物给我们这样出了一个谜语，请你想想
这个谜语的谜面应该怎么编呢？

师：想知道谜底吗？好，老师请了一位男孩子来跟我合作，
让他把谜底唱出来。

2、教师问，孩子答进行对唱。

3、出示兔子图谱。

师：第二只小动物来了，看看，他给我们出了一个什么谜语
呢，请你来编编谜面。

师：谜面有了，但是还少一个谜底，谁愿意来尝试一下？



（教师问，幼儿答）

4、现在我们要玩一个难一点的游戏，把刚刚唱的两个对歌串
在一起来唱，我先来演示一遍，会唱的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唱。

三、分组表演对唱

1、师幼分组对唱。

2、男女分组对唱。

活动延伸：

还有很多小动物也想玩对歌这个游戏，请你们下课后自己再
去编编看，好吗？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拓展自己的已有经
验，进行创编对歌。

附：《对歌》

哎……哎……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嗨长又长？什么耳朵长又长列，嗨长又
长？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嗨长又长？什么耳朵长又长列，嗨长又
长？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什么耳朵长又长列？

什么鼻子长又长列？什么耳朵长又长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