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采茶教案反思 采茶大班教
案(模板8篇)

初一教案的编写应该灵活运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接下来，小编将给大家推荐
一些值得学习的小学教案，希望能够启发和指导大家。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一

1.认识一尖一叶、一尖两叶的茶叶，尝试采摘，初步了解炒
茶的过程。

2.在观察、动手操作、讨论的过程中掌握采茶的方法。

3. 体验与同伴一起动手采茶的乐趣。

1.事先联系好茶场，交通工具。

2.准备遮阳的帽子、装茶叶的筐、水壶等。

一、观察茶场采茶工人的采摘方法，引发采茶的兴趣

1.来到茶场，自由观察茶场采茶工人的采摘方法。“小朋友
们，快看，阿姨们正在采茶呢？我们去看看吧！”

2.幼儿观察采茶，自由向阿姨提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二、认识一尖一叶、一尖两叶的茶叶，尝试自己动手采茶

1.请采茶阿姨介绍可以采摘的茶叶：一尖一叶、一尖两叶的
茶叶。

2.幼儿戴好遮阳帽、拿好小筐和朋友一起去尝试采茶。



4.大家将采摘的茶叶聚集到老师的大筐里。欣赏自己劳动的
成果。

5.幼儿相互说说采茶的感受和乐趣，分享自己的经验。

三、观看炒茶，初步了解炒茶的过程

1.大家一起将采摘的茶叶搬到炒茶房，请工人伯伯帮忙炒茶。

3.请工人伯伯帮忙炒茶，幼儿观看，自由发问，了解大致过
程。

4.幼儿休息，自由畅谈采茶、炒茶事宜。

四、品茶，体验自己动手采茶的乐趣

1.感谢炒茶工人伯伯为我们炒制了新鲜的茶叶，老师泡茶。

2.幼儿品茶，自由畅谈，体验自己动手采茶的乐趣。

1．幼儿将炒制的新鲜茶叶带上一小包，回家后请爸爸妈妈品
尝。

2．在区域活动中设置茶社，尝试品各种茶叶。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二

1.学习采茶动作：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并
有后缩的感觉。

2.通过学习《采茶舞》律动，能用肢体动作表达出自己热爱
劳动的美好情感。

3.发展幼儿的表现力、想象力。



学习采茶的动作；跟着音乐的节拍采茶。

磁带、多媒体放映江南人民采茶图片。

（1）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小朋友说说茶的种类、喝茶的知
识，"小朋友平时喜欢喝茶吗，知道茶是怎么来的吗？""你们
都喝过什么茶？"；教师小结：先种茶再采茶然后再制茶。今
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把采茶过程配上采茶的`音乐编成一个
好看的采茶舞，大家有没有信心！

2.介绍采茶知识，观看形象的江南人民采茶的图片；（放映
多媒体）师："茶叶树是生长在江南的一种植物，它很矮，高
度大概到成人腰的部位，一排一排的生长，排之间有空隙，
方便人走在中间采茶叶，为了能喝到又鲜又香的茶叶，人们
通常都是采树尖上的叶子，最嫩的地方，所以要用大拇指和
食指来捏，然后把它放到篮子里。"

3.欣赏音乐磁带、感受活泼欢快的旋律；教幼儿律动《采茶
舞》

（1）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采茶动作要领：

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并有后缩的感觉，眼
睛一定要看着手。

放茶：采茶后手翻一下，手心向下放入篮中，眼睛同样要看
手。

（2）教幼儿律动要领。

引导幼儿用语言编出采茶动作的要领：

左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右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连采集片
放进来，连采集片放进来；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拨开树



枝采一片放进来；太多了，两只手一块采了放进来。

4.幼儿掌握动作要领后，幼儿自由进行创编。

（1）要求：跟着音乐的节奏，编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采茶动作。

（2）幼儿自由分组随采茶的音乐尝试创编，教师巡视，启发
幼儿手眼协调地做采茶的动作。

（3）幼儿展示创编的动作，教师帮助幼儿积累创编动作的经
验，并将将动作进行提炼、美化、并引导幼儿学习提示：让
幼儿生动、活泼的表现动作，充分感受采茶时的喜悦心情。

5.教师小结结束活动。

师：今天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小朋友都学会一个本领会自己
编舞蹈，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在做的事情都可以把他编成
舞蹈，以后我们再来编。

通过学习采茶律动，幼儿能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热爱劳动的美
好情感。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三

1. 学习采茶动作：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并
有后缩的感觉。

2. 通过学习《采茶舞》律动，能用肢体动作表达出自己热爱
劳动的美好情感。

3. 发展幼儿的表现力、想象力。

4.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5 通过肢体律动，感应固定拍。

活动重难点：学习采茶的动作；跟着音乐的节拍采茶。

活动准备：磁带、多媒体放映江南人民采茶图片。

1.谈话引入，迁移幼儿的生活经验，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
趣。

（1）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小朋友说说茶的种类、喝茶的知
识，"小朋友平时喜欢喝茶吗，知道茶是怎么来的吗？""你们
都喝过什么茶？"；教师小结：先种茶再采茶然后再制茶。今
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把采茶过程配上采茶的音乐编成一个
好看的采茶舞，大家有没有信心！

（1）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采茶动作要领：

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并有后缩的感觉，眼
睛一定要看着手。

放茶：采茶后手翻一下，手心向下放入篮中，眼睛同样要看
手。

（2）教幼儿律动要领。

引导幼儿用语言编出采茶动作的要领:

左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右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连采集片
放进来，连采集片放进来；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拨开树
枝采一片放进来；太多了，两只手一块采了放进来。

3. 幼儿掌握动作要领后，幼儿自由进行创编。

（1）要求：跟着音乐的节奏，编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采茶动作。



（2）幼儿自由分组随采茶的音乐尝试创编，教师巡视，启发
幼儿手眼协调地做采茶的动作。

（3）幼儿展示创编的动作，教师帮助幼儿积累创编动作的经
验，并将将动作进行提炼、美化、并引导幼儿学习提示：让
幼儿生动、活泼的表现动作，充分感受采茶时的喜悦心情。

4. 教师小结结束活动。

师：今天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小朋友都学会一个本领会自己
编舞蹈，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在做的事情都可以把他编成
舞蹈，以后我们再来编。

通过学习采茶律动，幼儿能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热爱劳动的美
好情感。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四

采茶扑蝶

１、初步熟悉乐曲旋律，能跟着音乐做采茶、扑蝴蝶等动作，
理解舞蹈动作所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２、通过模仿他人、调动生活经验等创编采茶、找蝴蝶、扑
蝴蝶等情节动作。

３、注意观察教师的动作，乐意学习同伴创编的动作。

1、蝴蝶饰品

2、头巾

3、多媒体课件：茶山风光图、采茶扑蝶音乐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

教师带领学生到茶山旅游，讲述有关茶山的传说。

二、欣赏茶山美景和音乐：

１、多媒体课件展示茶山风光图。

师：人们在茶山上干什么呢？

他们是怎样采茶的？

２、幼儿欣赏采茶扑蝶音乐。

三、幼儿学习第一段动作。

１、幼儿创编采茶动作。

２、教师引导学生丰富采茶动作。

３、师生跟音乐表演采茶一段。

四、幼儿创编第二段动作。

１、教师出示蝴蝶饰品。

师：看，谁来了？（蝴蝶）你想不想和蝴蝶一起玩儿啊？

让我们一起去找蝴蝶吧！

２、教师引导幼儿创编找蝴蝶动作。

３、引导幼儿创编扑蝴蝶的动作。

４、幼儿在教师引导下听音乐做第二段动作。



五、跟蝴蝶一起飞出教室。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五

1、学唱歌曲，感受歌曲欢快的节奏和快乐的情绪。

2、学习领唱和齐唱。

磁带及录音机；自备采茶过程中拍摄的照片或dv；教师自制红
太阳、茶山、小朋友采茶的形象各一，茶树两棵，茶叶两片
的小图片，按照歌谱节奏自制节奏谱。

一、谈话引出主题。

教师出示照片或dv，提问。帮助幼儿理解、熟悉歌词：小朋友，
还记得我们去参观茶场的情景吗？那天天气怎么样？满山的
茶树什么样？茶叶什么样？闻起来怎么样？我们是怎么采茶
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采茶》，听听歌
里是怎么唱我们小朋友采茶的场面的。

二、听歌曲录音一遍，熟悉旋律、节奏和歌词。

提问：听了这首歌你有什么感觉？歌里是怎么唱的？教师根
据歌词清唱并按照歌词顺序一一出示自制图卡，幼儿哼唱。

三、教师出示节奏谱，幼儿学拍节奏。

注意将1/2与1/4拍节奏区分，并拍准确。

四、听歌曲录音数遍，学唱歌曲：教师将图卡贴在节奏谱下
方，提醒幼儿歌词，幼儿边拍节奏边跟唱。当幼儿熟悉歌词
和节奏后将图卡和节奏谱去掉，幼儿跟唱。要求幼儿唱出欢
快的情绪。



五、领唱和齐唱：请一幼儿领唱第一、第二句歌词，其余幼
儿从“细细采”开始齐唱。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六

渗透领域：语言、科学、健康

1、 通过学习律动《采茶》，加深幼儿对这一民间音乐的印
象，并体验江南人民采茶时的喜悦心情；培养幼儿热爱劳动
人民的美好情感。

2、 学习采茶动作：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同时，手臂略弯曲
并有后缩的感觉。

3、发展幼儿的表现力、想象力。

学习采茶的动作；跟着音乐的节拍采茶。

磁带、泡一杯茶、多媒体放映江南人民采茶图片。

1、 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说说喝茶的好处与害处。

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小朋友说说茶的种类、喝茶的知识，“小
朋友，看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都喝过什么
茶？”；“喝茶有什么好处和害处？”

2、通过直观形象的江南人民采茶的图片；欣赏音乐磁带、感
受活泼、欢快的旋律；介绍采茶知识。(放映多媒体)

l 师：“茶叶树是生长在江南的一种植物，它很矮，高度大概
到成人腰的部位，一排一排的生长，排之间有空隙，方便人
走在中间采茶叶，为了能喝到又鲜又香的茶叶，人们通常都
是采树尖上的叶子，最嫩的地方，所以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来
捏，然后把它放到篮子里。”



3、教幼儿律动《采茶》的过程。

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采茶动作要领：大拇指与食指相捏的
同时，手臂略弯曲并有后缩的感觉，眼睛一定要看着手。

放茶：采茶后手翻一下，手心向下放入篮中，眼睛同样要看
手。

4、教幼儿律动要领。

引导幼儿用语言编出采茶动作的要领:

左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右边采一片放进小篮子；

连采集片放进来，连采集片放进来；

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拨开树枝采一片放进来；

太多了，两只手一块采了放进来。

4、 幼儿掌握动作要领后，可随音乐自由表现。

提示：让幼儿生动、活泼的表现动作，充分感受采茶时的喜
悦心情。

活动延伸：

通过学习采茶律动，幼儿能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热爱劳动的美
好情感。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七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民间歌舞"采茶扑蝶"，起源于
龙岩市新罗区苏坂乡美山村，迄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作品
情节生动有趣，角色形象诙谐，是福建民间艺术中的奇葩。



我们结合《纲要》，根据大班幼儿年龄特点，在欣赏民间歌舞
《采茶灯》的基础上，以音乐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充分体验、
感受民间音乐的艺术美。

1、感受民间音乐旋律和情绪，尝试用动作有节奏地表现"采
茶"与"扑蝶"的不同内容。

2、倾听音乐会在乐句的鼓点响起时"停"和"扑"。

3、学习遵守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相互嬉戏的快乐。

1、知识准备：课前欣赏龙岩民间歌舞《采茶灯》、初步了解
歌舞表现的内容。

2、物质准备：幼儿每人一把小蒲扇、小蝴蝶若干只；图谱一
张。

一、律动入室：幼儿随《采茶扑蝶》音乐，手持小扇子走小
碎步入室。

二、完整欣赏《采茶扑蝶》音乐，了解ab两段音乐表现的内
容。

1、幼儿完整欣赏。

师：茶园里响起了《采茶扑蝶》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可以分几段？每段在说什么？

2、欣赏后提问：可以分几段？第一段在说什么？第二段呢？
茶女是怎么采茶的呢？

三、分段欣赏与游戏表现

（一）欣赏第一段"采茶"部分音乐



1、提问：茶女怎么采茶的？她们是用什么装茶叶的？（引导
幼儿学习采茶的基本动作以及高低左右的动作方位变化）

2、幼儿尝试使用扇子随音乐采茶。

（二）欣赏第二段"扑蝶"部分音乐

1、教师拿蝴蝶示范逗幼儿游戏一遍。

提问：第二段谁来了？蝴蝶是怎么和茶女做游戏的呢？

2、利用图谱，引导幼儿感受乐句的最后重音。

（1）出示图谱，师随音乐指图谱，引导幼儿感觉乐句的最后
重音。

提问：蝴蝶是什么时候停呢？

（2）幼儿扮演蝴蝶随音乐做蝴蝶飞、停动作。

（3）幼儿扮演茶女随音乐用扇子有节奏地扑蝴蝶

3、两人结伴玩游戏：扑蝶

（1）教师引导幼儿商量游戏玩法。

游戏玩法：蝴蝶随着音乐飞来飞去，当锣声响起的时候蝴蝶
就停在自己身上，这时扇子就轻轻地去扑蝴蝶。

（2）幼儿两两相对，一人当蝴蝶，一人扑蝶，进行游戏。

游戏后：游戏时是否听音乐进行游戏，是否遵守游戏规则。

3、交换角色再游戏一遍。



四、幼儿听音乐完整游戏"采茶扑蝶"

１、游戏第一遍：男孩采茶，女孩当蝴蝶

２、游戏第二遍：女孩采茶，男孩当蝴蝶

３、游戏第三遍：请客人老师当蝴蝶，全体幼儿采茶

：刚才这个游戏玩了什么感觉？回去可以和谁一起玩？我相
信你们一定玩得很开心。

五、律动出室：幼儿手拿小扇子，随"采茶扑蝶"音乐小碎步
律动出室。

大班采茶教案反思篇八

1、丰富有关采茶的知识经验，熟悉采茶音乐的旋律和结构，
感受体验民歌特点，学习采茶的舞蹈基本动作。

2、根据故事情节，创编不同节奏及方位，以及不同姿态、幅
度的'采茶动作。

3、自己调整动作幅度，在不与其他人碰撞的基础上，逐步学
会用目光和体态与其他人交流。

磁带

1、欣赏音乐。告诉幼儿这是浙江的民歌"采茶"，请幼儿感受
其旋律情绪并知道有几个乐句。

2、故事情境，给幼儿创编的线索。

3、创编动作。

（1）围绕故事情节，逐句编动作、练习。



（2）引导幼儿编第二乐句不同节奏的采茶动作，音乐节奏快
了，他是表示怎样采茶的呢？

（3）启发幼儿编第三段乐句不同姿态的采茶动作。

4、完整练习。

（1）将动作组合，跟随音乐跳给幼儿看，提醒幼儿观察：用
了哪些人想的动作。

（2）放慢速度，幼儿完整练习。

（3）提醒幼儿调整自己的动作幅度，不与同伴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