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
思(汇总6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一

1、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熟悉歌曲的旋律，初步学唱歌曲。

2、教育幼儿要高高兴兴上幼儿园、不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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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5、体验歌唱活动带来的愉悦。

重点：学唱歌曲

难点：按节奏自然地跟唱。

玩具：小白兔、小猫、小鸭、三用机、磁带。

1、在《我上幼儿园》音乐伴奏下，拍手进教室。老师：“小
朋友们，让我们拍着小手高高兴兴地上幼儿园去吧！”

2、教师出示玩具小白兔，并示范唱歌曲《我上幼儿园》。老
师：“今天，小白兔又高高兴兴地上幼儿园了，它一边走，
一边唱，我们听听它在唱什么歌？”“你们听到小白兔在唱
什么吗？”



3、出示小鸭、小猫，并示范唱歌曲第二遍。老师：“小鸭、
小猫也高高兴兴地上幼儿园了，它一边走，一边唱。”

1、逐一出示图片，激发幼儿兴趣。

（1）教师作小鱼游的动作后出示图片：“这是谁游来了
呀？”、“它爱在哪儿游呢？”，幼儿回答后，放入背景图
中。

（2）教师作小鸟飞的动作后出示图片：“这是谁飞来了
呀？”、“谁知道它应该放在哪儿？”，说着放入背景图中。

（3）他是花儿的好朋友，它是叫什么？请幼儿上台来贴。

（4）听――，猜猜它是谁？“咩――，咩――”请幼儿上台
来贴，及时表扬。

2、出示“小朋友”图片。老师：“小朋友爱上哪儿呢？为什
么？”

3、欣赏儿歌。老师：“老师教大家一首儿歌，大家听听儿歌
里唱了些什么？”

4、边做动作边念儿歌，要求读准音。

5、集体朗诵儿歌，要求有表情、动作，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歌曲《我爱我的幼儿园》。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抵触幼儿园的情绪逐渐消除，会不由自
主的'融合到教师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会和小朋友沟通，会主
动接触教师，并表现出喜欢的态度，这是得到的收获。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和即兴舞蹈，体验乐曲《葡萄牙舞》欢快跳跃的
情绪。

2、通过故事和图形谱，了解音乐结构和创编舞蹈动作。

3、让幼儿感受乐于助人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经过舞蹈活动促进全身运动。

活动准备：

音乐《葡萄牙舞》、丫丫和哈哈的图片、黑板、图形谱

活动过程：

一、用孩子的名字配上声势律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二、感受音乐。(放主旋律音乐两次)

1、欣赏音乐。

提问：你听了这首音乐有什么感觉?听音乐时你想到了什么?

2、即兴舞蹈。(放主旋律音乐两次)

师;请你边听音乐边把你想到的东西跳出来。

三、听故事。



有个小朋友叫丫丫，(出示丫丫的图片)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哈哈，丫丫和哈哈这两个好朋友每天在一起玩耍，一起吃
饭，还一起睡觉呢!有一天，丫丫找不到哈哈了，哈哈到哪里
了呢?正在丫丫着急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婆婆，她告诉丫丫知
道哈哈去了哪里。原来丫丫到一个国家去玩，她迷路了，找
不到回来的路，回不来啦!丫丫跟老婆婆说：“我要去找丫丫，
我要到那个国家去。”婆婆说：“这个国家很远，只能走路
去，还要钻山洞。还有那个国家的是房子都很奇怪的，你到
了就知道了!”丫丫说：“再远我也要去。”婆婆就告诉了丫
丫怎么去，丫丫出发了。

四、分段了解音乐结构和创编舞蹈动作。

1、出示两段纸做的道路的图片。

教师提问：丫丫出发了，丫丫走了多远，请小朋友把手指伸
出来一起帮她数数?

教师拿着丫丫的图片在图形谱上走八下，教师告诉小朋友：
丫丫走了800里，还要继续走，又接着走了800里。

2、拉拉是怎样走路的?请小朋友创编丫丫走路的动作。

听音乐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做丫丫走路的动作。(放主旋律音乐
的第一部分音乐)

3、出示两座山的图片。

教师提问：丫丫前面有几座山?(两座山，过一座山还要走一
段路。)山太高，丫丫爬不上去，只有钻山洞了。

4、启发小朋友创编丫丫钻山洞的动作和走路的动作。

请小朋友到前面来表演动作(钻山洞——走路——钻山洞——



走路)，教师示范动作，并和孩子一起表演动作。

5、听音乐小朋友和教师一起做丫丫钻山洞和从山洞出来走路
的动作。(放主旋律音乐的第二部分音乐)

这句话就是：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节奏为(欢
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这个国家的人
很热情，还做了动作表示欢迎，按节奏拍手。

教师带小朋友根据节奏拍手并说欢迎词。

7、丫丫进了这个国家的人家里去做客，她发现这个国家的房
子很奇怪，房子的门很矮，要钻进去，钻进去之后又发现房
子里面很大，很高。

(出示房屋的图片)

8、请小朋友创编丫丫钻进房子和在房子里走路的动作。

教师示范动作(钻门——走路——钻门——走路)，并和孩子
一起表演动作。

五、听音乐完整地走图形谱、做律动和舞蹈。

1、请小朋友听音乐看老师走图形谱，老师拿着丫丫的图片走
图形谱。(放主旋律音乐两次)

2、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走图形谱。(放主旋律音乐两次)

3、老师带小朋友站在原地做律动。(加上丫丫走路的动作和
钻山洞、钻门的动作)(放第主旋律音乐两次)

4、课室内放有用积木搭成的山洞和门，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
听音乐舞蹈。使舞蹈具有流动感。(放完整音乐)



5、渗透德育教育。

最后在一个门里终于找到了哈哈，大家一起叫“哈哈!”教师
提问：丫丫很艰难才找到哈哈，哈哈应该说什么?我们应该向
丫丫学习什么?教育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乐于助人。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三

1、理解歌词，学唱歌曲《我爱我的幼儿园》。

2、感受音乐的美，能随着音乐用动作进行表演。

配套音乐《我爱我的幼儿园》。

1、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上幼儿园吗？在幼儿园里快乐吗？今
天曹老师带来了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学习新歌。

（1）欣赏歌曲。

教师播放音乐，幼儿先听一遍，第二遍跟着节奏拍手。

（2）教师范唱。

教师先清唱几遍，唱完问幼儿听到了什么，帮助幼儿理解、
记忆歌词。

（3）跟着音乐伴奏整体学唱。

先教师唱前半段，幼儿唱后半段，再整体跟唱。

再组织幼儿分男孩、女孩唱，或者自愿上来表演。



（4）演一演。

请孩子们边唱边做简单的动作，完整演唱歌曲。

3、教师进行简单的小结。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四

帮助幼儿运用已有对小狗的经验，感受理解歌曲，尝试表现，
进一步激发幼儿喜爱小狗的.情感。

1、教学材料准备：

歌曲《小狗饿了》录音，“肉骨头”人手一份、大骨头一根。

2、幼儿经验准备：

对小狗的特征与习性有所了解。

1、装扮角色、引发讨论

关键提问：

今天妈妈要夸夸能干的狗宝宝，谁来说说狗宝宝有什么本领
呀！

小结：小狗会摇尾巴、闻味道、汪汪叫、啃骨头…本领可真
大！

2、合着音乐表现小狗不同的动态

1、通过故事理解歌词

关键提问：



猜猜小狗丁丁饿得怎么样？

肚子饿得咕咕叫，怎么办呀？

看见肉骨头，小狗会干什么？

3、教师以歌词小结，进一步熟悉歌词

1、鼓励幼儿伴随音乐尝试大胆表现歌曲。

2、在音乐伴奏下尝试演唱

3、游戏：找骨头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五

蛋是幼儿非常熟悉的，他们经常吃蛋，也对蛋有着浓厚的兴
趣，圆滑滑的蛋惹人喜爱，会滚、会转、圆圆的蛋还能孵出
小鸡，小鸡是小朋友都喜欢的小动物，而小鸡又是怎么来，
从哪里出来的，小朋友都觉得很奇怪，更从来没见过小鸡出
壳的样子，音乐《小小蛋儿把门开》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
又富有童趣的曲子，小朋友非常喜欢，利用敲门的情景引出
课题，通过演唱这首歌曲，感受歌曲欢乐、好奇的情感，并
尝试用肢体动作来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

1、用好奇、欢快的情绪学唱歌曲。

2、尝试用各种身体动作有节奏地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

重点难点：

重点：能用欢乐和好奇的情绪演唱歌曲。

难点：能用肢体动作来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



教学准备：音乐。小鸡出壳的图谱。小鸡头饰若干。

一、学习歌曲

1、“笃、笃、笃叽叽 叽叽 叽叽。”，咦!谁在敲门呢?(教
师做倾听状)幼儿回答：小鸡。教师：小鸡要出来了，小小蛋
儿把门开了!教师边出示鸡蛋教具，边演示出来的样子。

2、教师清唱歌曲，幼儿轻轻跟唱。

3、引导幼儿讨论：小鸡从蛋壳里出来，心情怎样啊?

4、教师弹琴，以欢快的情绪唱歌曲一遍。

5、出示图片，请幼儿看着图片说一说老师歌里唱了什么?听
着旋律，按节奏说歌词，

6、学唱歌曲。

二、尝试用肢体动作来表现小鸡的动作

1、引导幼儿发挥想象，运用肢体动作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

2、引导幼儿根据歌词尝试创编动作。

3、教师和幼儿听着音乐边唱边表演。

三、复习歌曲《三只鸡》

1、幼儿集体歌曲一遍。

2、幼儿分成小鸡、母鸡、公鸡三组表演唱一遍。

四、学小鸡走路出活动室。



通过情景引出课题。开始部分小鸡的叫声叽叽 叽叽 叽叽。，
是为后面学唱歌曲做铺垫。

通过图谱，让幼儿能对歌词有一个形象的记忆，并更好地掌
握歌曲，从而能表现出快乐、好奇的情绪。

让幼儿尝试根据歌词编动作，增加歌曲的趣味性。激发幼儿
的表演欲望。

幼儿园小班音乐活动秋天教案反思篇六

1．学习有感情地对唱歌曲，并愉快地参与游戏。

2．熟悉同伴名字，初步学习有礼貌地交往。

活动准备：

小猴及小熊的贴绒、布偶、头饰若干，节奏卡等。

1．请小朋友听老师拍节奏，猜猜是什么小动物来了。

2．出示贴绒小猴及节奏卡(××1×××一1)。小猴是按这个
节奏跳出来的：“小猴，跳跳跳。”

3．出示贴绒小熊，引导幼儿按节奏说“小熊，走走走”。

(这个环节重点练习节奏。贴绒小猴、小熊随着节奏在节奏卡
上跳跃，能使幼儿获得直观印象，自觉把歌词与节奏联系起
来，为后面学习歌曲打下基础。)

1．咦!小猴、小熊怎么竖起了耳朵?它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两位教师分别扮小猴、小熊对唱，幼儿完整欣赏。

3．这首歌几个人唱?和其他歌曲有什么不一样?



(教师神秘的表情和口吻很快把幼儿的兴趣调动了起来。两位
教师的表演使幼儿很好地理解了什么是对唱。)

1．幼儿分句学唱一遍，重点练习“你是×××”这一
句。(为使幼儿准确地掌握旋律，教师教唱时采用单手旋律伴
奏。)

2．幼儿整首跟唱两遍。教师提示幼儿最后一句要唱得轻巧、
跳跃，表达高兴的心情。(整首跟唱时每次都替换填入幼儿的
名字，能保持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良好的情绪体验。)

1．教师扮客人敲门，幼儿扮主人，师幼对唱。

2．师幼互换角色对唱。

3．请几名声音较响亮的幼儿扮客人，与全班幼儿对唱。教师
伴奏，并用眼神、手势提示。(表演时，客人与主人不同的空
间位置较易使幼儿分清角色，多样的对唱方式，再加上教师
眼神、手势的提示，能使幼儿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

1．小猴和小熊听了这么久，也学会了，我们来看他们表演好
吗?(当幼儿感到疲劳时，布偶表演能再次引起幼儿的注意，
并使他们在欣赏中得到休息。)

2．小熊请小猴进屋后还可以怎样招待客人?(教师根据幼儿的
回答即兴用布偶表演。)

(教师设计提问并根据幼儿的回答即兴表演，既给了幼儿联系
生活经验、积极思维的机会，又丰富、扩展了幼儿的交往经
验。)

1．一半幼儿扮小猴，一半幼儿扮小熊边对唱边表演，两个教
师也各扮一种角色，与幼儿一同游戏。



[page_break]

2．视幼儿兴趣，鼓励幼儿互换角色再次表演。(为了避免幼
儿在集体对唱时混淆角色，两个教师各扮一种角色与幼儿一
同游戏。教师事先按“一猴一熊”的规律投放头饰，并以两
把椅子为一单位进行摆放，使幼儿能很快和身边的伙伴结成
对子，且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保证了游戏的顺利进行。)

小朋友一起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