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 小班教案
小班音乐小鸡小鸡在哪里(精选8篇)

初三教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他
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下面是一些优秀初中教案的内容摘要，
希望对大家的教学能够有所启发。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一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
于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选择恰当的教学方
法。教案要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班教案 |
小班音乐《小鸡小鸡在哪里》，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学习歌曲，初步尝试用对唱的形式演唱歌曲。

2．尝试替换歌曲中的部分歌词，并想象自己是不同动物形象
时的动作，并模仿动物的叫声。

3．能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动物图片若干。

尝试替换歌曲中的部分歌词，并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一、打招呼

1．用《小幼儿鸡小鸡在哪里》的音乐和幼儿互相问好。

二、学唱歌曲

2．幼儿模仿母鸡边喊边找。师出示小鸡：叽叽叽叽在这里。



小鸡找到了。

3．幼儿扮小鸡，老师扮母鸡，一起说歌词。

4．交换角色。

5．在琴声伴奏下，教师演唱歌曲，幼儿跟唱。

6．老师带领幼儿随音乐一起演唱。

7．尝试用对唱的形式演唱。师先扮演母鸡，幼儿扮演小鸡，
边唱边模仿小鸡的动作。（注意前后衔接）

8．交换角色。

9．用不同的方式练习对唱。分小组、男女组对唱。

三、创编歌词。

1．师出示各种小动物的图片，启发幼儿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并填入歌曲中，唱出来。

2．创编各种小动物的动作，边做边唱。

3．请一幼儿看图片来问，其余幼儿回答。用对唱的方式演唱。

在学唱歌曲前，我先用歌曲的音乐和幼儿来互相打招呼，这
样就让幼儿对音乐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熟悉音乐后，我创设
了几个小情境，将歌词填入歌曲中，让幼儿觉得在玩中学会
了歌曲。因为一开始在打招呼时，就用了对唱的形式，所以
演唱时，也就难不到大家了。在最后，我还请了个别幼儿来
扮演动物妈妈问，其余幼儿回答，这样的方式幼儿很喜欢，
积极性很高，大家还创编出了图片以外的其他小动物的叫声
呢。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二

1。学习歌曲，初步尝试用对唱的形式演唱歌曲。

2。尝试替换歌曲中的部分歌词，并想象自己是不同动物形象
时的动作，并模仿动物的叫声。

3。能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动物图片若干。

尝试替换歌曲中的部分歌词，并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一、打招呼

1。用《小幼儿鸡小鸡在哪里》的音乐和幼儿互相问好。

二、学唱歌曲

2。幼儿模仿母鸡边喊边找。师出示小鸡：叽叽叽叽在这里。
小鸡找到了。

3。幼儿扮小鸡，老师扮母鸡，一起说歌词。

4。交换角色。

5。在琴声伴奏下，教师演唱歌曲，幼儿跟唱。

6。老师带领幼儿随音乐一起演唱。

7。尝试用对唱的形式演唱。师先扮演母鸡，幼儿扮演小鸡，
边唱边模仿小鸡的动作。（注意前后衔接）

8。交换角色。



9。用不同的方式练习对唱。分小组、男女组对唱。

三、创编歌词。

1。师出示各种小动物的图片，启发幼儿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并填入歌曲中，唱出来。

2。创编各种小动物的动作，边做边唱。

3。请一幼儿看图片来问，其余幼儿回答。用对唱的方式演唱。

在学唱歌曲前，我先用歌曲的音乐和幼儿来互相打招呼，这
样就让幼儿对音乐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熟悉音乐后，我创设
了几个小情境，将歌词填入歌曲中，让幼儿觉得在玩中学会
了歌曲。因为一开始在打招呼时，就用了对唱的形式，所以
演唱时，也就难不到大家了。在最后，我还请了个别幼儿来
扮演动物妈妈问，其余幼儿回答，这样的方式幼儿很喜欢，
积极性很高，大家还创编出了图片以外的其他小动物的叫声
呢。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三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孩子们特别喜欢。而小班

幼儿的思维活动带有具体形象性，喜欢模仿，对游戏的情节、
角色、动作过程容易发生兴

趣。《小鸡小鸡在哪里》是一首深受幼儿喜爱的歌曲。歌词
中小鸡和母鸡妈妈的对话能激起

幼儿情感的共鸣，好像在和自己的妈妈对话一样。所以在活
动过程中我扮演母鸡，请幼儿



以小鸡的身份做游戏。幼儿在欢快而又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
知识。

二、过程实录

(一)活动目标：

1．通过对唱游戏活动，感受歌曲的对答情趣与亲情。

2．在游戏中充分展开想象创编歌曲，体验对唱活动的快乐情
趣。

3．在游戏活动中，学会孵小鸡(撕贴)的方法。

(二)活动准备：

1。各种小动物的胸饰人手-：一只。(小鸡、青蛙、小牛、小
狗、小猫等)

2。与幼儿一起创设游戏情景“鸡窝”、“草地”、“花园”

3．蛋宝宝(椭圆形黄色蜡光纸)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歌曲，积极为歌曲增编歌词，想象自己是不同形
象时的动作，并模仿动物的叫声，利用部分歌词的变化进行
歌曲的重复练习。

2．尝试对唱，能大胆替换歌词。

活动准备：



1．录音机，磁带。

2．创设环境：草地、树林、池塘。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节奏活动：开汽车

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开汽车去玩吧！

二、基本部分

歌曲：小鸡小鸡在哪里

1．师：“哦，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这里有只着急的鸡妈妈
（教师点着自己）。呀！我的鸡宝宝呢？让我来找一找！”

2．师：“‘小鸡小鸡在哪里？’在哪里呀？我来听听看。在
哪里呀？（在这里）”教师引导幼儿学说，“叽叽叽叽在这
里”，可请个别幼儿回答（你来说说看？）

3．师：“鸡妈妈可高兴啦，它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家，我们一
起来听一听。”教师范唱歌曲一遍。

4．师：“鸡妈妈是怎么找小鸡的呀？（教师跟钢琴唱第一句）
小鸡是怎么回答的？（引导幼儿学唱第二句）。”“小鸡在
哪里呀？鸡妈妈耳朵不好，听不见呀，大声一点！”幼儿第
二遍学唱歌曲。

5．师：“这只小鸡嘴巴尖尖的，唱得可好听了，我们也来试
试看！”幼儿第三遍学唱歌曲。

6．师：“你们的歌声可真好听，瞧！那里有几棵大树，我们



一起到大树底下去休息休息吧！”幼儿跟教师到大树
下。“咦？猫妈妈也有一件着急的事，它的宝宝也不见
了，‘小猫小猫在哪里？’引导幼儿仿编‘喵喵喵喵在这
里’。

7．师：“用你们的歌声来告诉猫妈妈，好吗？”幼儿编唱第
一遍。“小猫是怎么叫的？对了，‘喵喵喵喵在这里’（教
师唱）让我们跟着音乐来试试看！”（放录音）幼儿编唱第
二遍。

8．师：“阿唷（伸懒腰）休息了一下，让我们一起去池塘里
玩一会儿吧！”“看，谁又来找它的宝宝了？（鸭妈妈）”
放录音，幼儿跟教师编唱第三段歌词。

三、结束部分

1．师：“孩子们，你们可真能干，都找到了妈妈，来，一起
去你喜欢的地方玩一会儿吧！”幼儿自由去草地、池塘等处
玩耍。

2．师：“天黑了，我的宝宝怎么还没有回来呀？”（放录音）
师生对唱歌曲。

3．师：“我的小宝宝都找到了，走，跟妈妈回家吧！”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稳定的节拍律动，探索身体动作的声音，即兴地音乐
活动。

2、对音乐活动的扮演角色感兴趣。



3、跟随音乐表演、表现音乐表达的形象，培养幼儿初步的创
编能力及幼儿自控能力。

4、教育幼儿互相谦让，团结友爱。

5、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玩具小鸡2只；音乐磁带；小鸡头饰若干，狼头饰1个。

活动过程：

1、师：“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学着小鸡的样子进入教室，
看谁最可爱。”幼儿跟音乐节拍学小鸡进入活动室。
师：“每人找一把小椅子，坐好啦！”

2、幼儿坐好后，师：“小朋友们仔细听，这是谁在叫？”放
小鸡叫声。幼儿答：“小鸡。”教师出示小鸡（玩
具）：“那这两只小鸡在干什么呢？小朋友们仔细看。”

教师边朗诵歌谣边表演。

3、师：“小朋友们说说这两只小鸡在干什么呀？”幼儿举手
或齐答。师：“哦，它们在抢一条虫子吃，在吵架。那它们
这样做好不好？应该怎样做呢？（个别回答）小朋友们说得
真好！好朋友应该互相谦让，团结友爱。”

4、师：“好，小朋友们小手准备，我们一齐拍手来说说这两
只小鸡在干什么。”教师带幼儿手击稳定节拍，按节奏朗诵
歌谣。

5、师：“好，小朋友们真棒！现在谁来说说我们还可以用身
体的什么部位为小歌谣伴奏。”举手提示幼儿。“谁想到了
举手告诉老师”（拍肩，拍腿，拍头，跺脚等）。幼儿想出



一种就请他做一做，老师和幼儿一齐边打节拍边朗诵一段歌
谣。

6、师：“小朋友们真棒！想出这么多伴奏方法。刚才呀，我
听见一个小朋友说，想和老师一齐来表演小歌谣。好，请你
来吧！”请一名幼儿到前面来，“我们现在就是两只小鸡了，
小朋友们看我们表演得好不好”。示范表演，身体按节拍动
作，表演小鸡争执，朗诵歌谣。

7、师：“我们表演得好不好？现在，就请你来找个好朋友，
变成两只小鸡，再想一想，我们刚才为小歌谣想出的好多伴
奏方法，我们一齐来表演。”幼儿找一个伙伴，面对满按节
拍边朗诵边动作。

8、师：“小朋友们表演得真好！小鸡可喜欢你们啦！它给我
们带来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放曲一《小鸡》。

音乐停，师：“谁能说说，刚才小鸡在干什么呀？”幼儿回答
（捉虫，游戏）。师：“小鸡和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找虫子吃、
喝水、做游戏，它们晚得正高兴的时候，谁来了？小朋友们
听！”放曲二。

师：“是大灰狼来了！这时候，小鸡们，如果你们变成花的
样子，大灰狼就找不到你们了。你们变一变好吗？（幼儿做
出各种姿态的花。有做的较好的就请到前面让其他幼儿学一
学）。师：”小花们真漂亮，变成小花后就不能再动了，不
然大灰狼就会发现你了。”

9、师：“好，小花真漂亮！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教师戴
上小鸡头饰，“睁开！看看老师变成谁了？”幼儿齐答“小
鸡”。师：“你们想不想变成小鸡呀？（幼儿答“想”），
现在请你从小椅子下面拿出小鸡头饰戴在头上，我们都变成
小鸡了。咱们一块儿去草地上做游戏吧！”



放曲一，教师带幼儿学小鸡“捉虫”、“喝水”。

10、音乐一停，师：“不好！大灰狼来了！小鸡们快变成小
花的样子！”放曲二，幼儿做出各种花的.动作，大灰狼来了
转了一圈后走开了。

师：“大灰狼没发现我们，已经走了。小鸡们，那边有一片
更大的草地，我们到那边找虫子吃吧！”

放音乐《小鸡》，幼儿随音乐游戏。

再次放音乐二，重复刚才大灰狼来了的游戏。

11、幼儿扮小鸡到大草地上做游戏。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此次音乐活动是创新的，给予孩子的是全新的体验，是值得
提倡的。因此，教师精心设计活动过程是音乐教学与否的关
键所在，只有教材的处理和教学设计充满趣味性，这样才能
吸引孩子主动学习。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六

活动背景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孩子们特别喜欢。而小班幼儿的思维活动带有具体形象性，
喜欢模仿。《小ji小ji在哪里》是一首深受幼儿喜爱的歌曲。
歌词中小ji和母ji妈妈的对话能激起幼儿情感的共鸣，好像在
和自己的妈妈对话一样。所以在活动过程中我扮演母ji，请幼
儿以小ji的身份做游戏。幼儿在欢快而又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
知识。



一：活动目标

1通过对唱游戏活动，感受歌曲的对答情趣与亲情。

2在游戏中充分展开想象创编歌曲，体验对唱活动的快乐情趣。

二：活动准备

1各种小动物的胸饰与幼儿人数相等（小鸭、小狗、小青蛙、
小猫等）

2与幼儿一起创设游戏情景“花园”

3图片一张

4录音机：磁带《小ji小ji把门开》

三：活动过程

师：“今天天气真好，ji妈妈带ji宝宝到花园里去玩，好吗？”

幼：“好的”

教师和幼儿边唱边跳进活动室，花园里的花好漂亮啊请小朋
友在花园的篱笆旁坐下。

2、学唱新歌《小ji小ji在哪里》

（1）学对歌词。

师：“小ji，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

幼：“好的”。

师：“小ji小ji在哪里？”



幼：“叽叽叽叽，在这里。”

师：“小ji小ji在哪里？”

幼：“叽叽叽叽，在这里。”

（2）学唱新歌。

师：“ji妈妈用好听的声音来问，你们会用好听的声音来回答
吗？”弹琴。

师：“小ji小ji在哪里？”

幼：“叽叽叽叽，在这里。”

师：“小ji小ji在哪里？”

幼：“叽叽叽叽，在这里。”

3在游戏中扩展思路创编歌曲，体验对唱活动的快乐情趣。

（1）师：“我们生活中，除了刚才唱的小动物以外，还有什
么小动物会叫呢？它是怎么叫的/”幼儿讨论后回答。

幼1：小狗会叫的。汪汪汪

幼2；小猫会喵喵喵叫

幼3：青蛙会呱呱呱叫

幼4：鸭子会嘎嘎嘎叫

幼儿回答后，个别唱，集体答。

（2）“请小朋友到桌子上找一下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然后把



它戴在胸前表演。妈妈唱到谁，就请谁边唱边出来，好
吗？”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七

一、活动背景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孩子们特别喜欢。而小班

幼儿的思维活动带有具体形象性，喜欢模仿，对游戏的情节、
角色、动作过程容易发生兴

趣。《小鸡小鸡在哪里》是一首深受幼儿喜爱的歌曲。歌词
中小鸡和母鸡妈妈的对话能激起

幼儿情感的共鸣，好像在和自己的妈妈对话一样。所以在活
动过程中我扮演母鸡，请幼儿

以小鸡的身份做游戏。幼儿在欢快而又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
知识。

二、过程实录

(一)活动目标：

1．通过对唱游戏活动，感受歌曲的对答情趣与亲情。

2．在游戏中充分展开想象创编歌曲，体验对唱活动的快乐情
趣。

3．在游戏活动中，学会孵小鸡(撕贴)的方法。

(二)活动准备：



1。各种小动物的胸饰人手-：一只。(小鸡、青蛙、小牛、小
狗、小猫等)

2。与幼儿一起创设游戏情景“鸡窝”、“草地”、“花园”

3．蛋宝宝(椭圆形黄色蜡光纸)

小鸡小鸡在哪里小班音乐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使幼儿心情愉快地进行游戏。

2、运用动物玩具让幼儿有兴趣地跟老师唱唱跳跳。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布绒玩具若干、音乐带

活动过程：

一、运用游戏引起兴趣。

游戏一

（黑板翻过来，出示挂在黑板上的猩猩）

幼：大猩猩！



猩（教师模仿动物口气）：小朋友你们好啊！（大猩猩好！）

猩：我来和小朋友做一个游戏好吗？（好啊！）

猩：我们来做个藏五官的游戏，现在，你们跟着我一起来做：

小手小手拍拍，我的眼睛藏起来！

师：小朋友们好聪明啊！我们再来藏什么呢？

（根据幼儿提议进行游戏，藏五官）

猩：这回啊，我来看看小朋友们聪明不聪明，我请小朋友来
指出我的五官。

（请个别幼儿来指猩猩的五官）

游戏二

师：我们再来做个游戏，看看哪个小朋友反应最快。

跟老师一起做：合拢！放开！

（反复几次，速度根据幼儿反应能力加快）

游戏三

猩：森林里有好多山，让我们一起来爬山吧！

示范：爬呀爬呀爬到头顶上！

（用五官代替头顶）

二、歌表演：《合拢放开》



第一遍

师：嘘！听！有人在敲门！谁啊？

（慢慢从黑板后拿出玩具猪）

师：小朋友看看这是谁来了？（小猪！）

猪：小朋友们好！我路过这里看见这

里很热闹，于是想来看看。你们在干吗啊？（做游戏！）

猪：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能！）

师：小猪和大猩猩都来做客了，我们唱一首好听的歌给他们
听好吗？（好的！）

猪：好啊好啊！那我们先跟老师一起唱一遍吧！

（放音乐，教师示范）

第二遍

猪：你们唱得真好听，我能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吗？

（出示玩具熊）

熊：听我的好朋友小猪说你们唱歌很好听的，能唱给我听吗？
（能！）

熊：可是我的.耳朵不大好，你们能唱得声音稍微响一点吗？
（能！）

猪：对了，xx小朋友小手没有跟老师一起动起来，这次跟老师
一起唱一起动好吗？（好！）



（放音乐唱第二遍）

第三遍

熊：哦，天哪，你们的声音太响了，一点都不好听。你们能
不能给我听好听一点的声音啊？（能！）

猪：你们有好听的声音吗？（有）

熊：今天又没有把好听的声音带来啊？（带来了）

师：我们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的，不信你们再听听。

（放音乐第三遍）

三、音乐游戏《找小猫》

（咚咚咚）

师：咦，又是谁来了啊？

（出示玩具猫妈妈）

师：哦，是猫妈妈啊。

猫：小朋友们好！（猫妈妈好！）

猫：我的小宝宝可调皮了，今天她跟我玩捉迷藏，可是她藏
得很好，我这会儿都找不到她了，急死我了，你们能帮我一
起找吗？（好！）

师：猫妈妈别着急，我们一起帮你找小猫！

（放音乐做游戏）



四、律动《开汽车》出教室

猩：今天我们玩得真高兴啊，我也请你们去我家玩好吗？
（好）

猩：不过我家很远，要开汽车去的，你们会开汽车吗？（会）

猩：那让我们一起开上小汽车去森林玩吧！

（放音乐《开汽车》）

幼儿做开汽车的动作，跟着音乐一起坐在椅子上做一遍。

起立后在教室里自由走动做一遍。

师：让我们一起开到大森林里去吧！

边“开小汽车”遍出教室。

活动反思：

《合拢放开》是一首活泼富有童趣的歌曲，所以我的教学目
标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在音乐中感知手的动作变化与
身体接触，进一步了解身体的不同部位，听欢快的音乐产生
愉悦的情绪。歌曲的旋律是在儿童最舒适的音域内进行，速
度是中速，节奏平稳。节奏是音乐要素之一，这首歌曲正是
运用了这样的节奏来表现游戏时的欢快的情绪，适合小班幼
儿学会歌唱。

幼儿都很喜欢学习音乐，而且也很喜欢游戏。游戏在幼儿学
习中起着重要的动力作用，幼儿可以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这样才不会使幼儿在活动中感到枯燥无味，同时还可以让幼
儿感受到集体活动中的乐趣。所以如果在《合拢放开》的活
动中加入游戏，他们就跟能感受活动带来的快乐，学习歌曲
也就更快，也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幼儿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