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 大班音乐教
案及教学反思大头娃娃(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歌词内容，学唱歌曲。

2、认识附点和休止符，并唱准附点和休止音符。

3、感受音乐中友好，快乐的情绪。

4、愿意跟随教师和音乐在老师的引导下用自然、连贯的声音
唱歌，情绪愉快地参加音乐活动。

5、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理解歌曲意境。

【活动准备】

1、图谱

2、各种色彩的纸质笑脸娃娃

【活动过程】

一、导入，激发幼儿对果娃娃的兴趣。

师：小朋友，今天果园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你们猜猜



看果园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师：小朋友刚才都做了好多的猜想，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果
园里到底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二、理解歌词内容，学唱休止音符。

教师第一次范唱。

师：小朋友，谁来到了果园里？

师：光宝宝来到了果园里，它来果园里干了什么事？

师：光宝宝亲亲一群果娃娃，你们还记得他亲了哪些果娃娃
吗？

教师根据小朋友回答的出示果娃娃图片。

师：果娃娃都出现了什么表情？

师：它们都露出了笑脸，很快乐。我们拍着小手有节奏地把
果娃娃的名称念一遍，来感受一下果娃娃的快乐。

师：小朋友，我们把刚才念得这一部分叫做念白，在这段念
白处有两个停顿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三、认识附点，并能唱准附点音符。

教师根据图谱，第二次范唱。

师：小朋友，在这张图谱上有三个小圆点，你们知道这个小
圆是什么吗？

师：是附点，你们已经学过一次了，你们还记得有附点的地
方怎么唱吗？



师：前面唱的长一点，后面短一点，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三处附点，每处唱两遍。

四、完整学唱歌曲。

师：现在，我们一起看着图谱来唱一唱这首歌。

师：我们分两组来唱这首歌，男孩唱唱的部分，女孩念念白
的部分，我们来比一比谁最棒。

师：小朋友刚才都表现的很棒，这次我们反一反，女孩唱唱
的部分，男孩念念白的部分。

【活动反思】

《七彩光和果娃娃》是一首活泼、欢快的歌曲，歌词讲述的
是与七彩光有关的'事，所以在歌唱活动前，我先让幼儿理解
故事《调皮的七彩光》，为音乐活动的开展作了铺垫。

本次活动的重难点就是如何唱准歌曲中的附点与休止符以及
念白部分，为此我精心设计了活动的过程。

在这个活动开始，我用故事引出光宝宝第一次溜下地后，亲
了亲好多的物体，使这些物体换上了漂亮的颜色，那光宝宝
第二次又溜下了地，这一次它会亲哪些果娃娃，它们又会有
什么变化呢？让幼儿说说这些果娃娃，并利用图谱学念歌词
的念白部分，注意其中的停顿，休止，能做到有节奏的念准。

然后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学念歌词。这里我并没有直接告
诉幼儿歌词内容，而是仍用故事的形式，将歌词说成了是光
宝宝第二次溜下地的小小故事，并有节奏的说给幼儿听，让
幼儿也跟着学念。

接下来学唱歌曲，我告诉幼儿这个故事还能唱呢，你信不信



啊？然后让幼儿聆听，了解附点处演唱的技巧，让幼儿大胆
的学唱。为了让他们能够掌握好这个技巧，我还利用多种方
式：如用手势提醒什么时候延长，什么时候停止；分男女生
配合演唱比赛比比哪队唱得准；师生对抗赛看谁接得准又快
等。通过这么多次有趣的练习、比赛，大多数小朋友很有信
心的掌握了歌曲的准确唱法。

最后的创编让活动达到了高潮，小朋友和同伴合作将生活中
见到的水果编进去，你唱给我听，我唱给你听，很有意思。

从整个活动过程中来看，幼儿兴趣很高，激发了幼儿参与活
动的热情，幼儿的学习比较主动、积极，享受着参与活动的
快乐。当然活动中也存在着不足：如唱歌的音准方面，有些
幼儿唱的有些跑调，要在琴声的伴奏下才能准确唱出来；在
幼儿完整唱歌时，休止符处有些幼儿唱得比较着急，没有停
顿；附点的部分唱得延长音不够等等。

小百科：光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其本质是一种处于特定频段
的光子流。光源发出光，是因为光源中电子获得额外能量。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以愉快的情绪、轻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彝家
娃娃真幸福》，用身体的动作感受彝族民歌的特点韵味。

2、复习×××××××的节奏，练习为歌曲编配伴奏谱。

重难点

教法讲授法、讨论法

教具电子琴、手风琴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发声练习

1＝c

51111|221|5176|5－|

我家的小猫叫咪咪,叫咪咪,

我家的'小猫找妈妈,找妈妈,

765|345|×－|572|1－||

叫咪咪叫咪咪，妙呜！叫咪咪。

找妈妈找妈妈，妙呜！找妈妈

三、学唱新歌

1、导入课题

简单介绍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解放后生活的巨大变化，以
及彝族人民勤劳勇敢、粗犷豪放的性格和能歌善舞的特点。

2、欣赏歌曲录音范唱。

3、视唱歌谱。先听老师范唱，然后学生随琴视唱。

4、学唱歌词。指导学生按节奏读歌词，要求吐字清晰。之后
随琴唱词，不足之处指导纠正。

启发学生想一想怎样演唱更好听？衬词应该怎样唱？再次欣



赏歌曲录音，体会如何表达歌曲的情绪，指导学生用轻快富
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采取不同形式练习。

四、小节本课学习情况，下课。

本节课又是一首具有民族气息的歌曲，这是另外一种风格的
歌曲，“阿里里”是一个民族得象征，也是一中风格的象征，
所以在课堂上我引导学生用欢快的气氛来渲染歌曲！具有很
好的效果。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大头娃娃是传统民间玩具的一种，它外形夸张、诙谐有趣，
表演性强，孩子们非常喜欢戴上它载歌载舞，而秧歌舞又是
安康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艺术，舞曲节奏欢快，感染力强，舞
步简单易学，通过游戏的'形式开展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参与
秧歌舞的乐趣。

活动目标：

1.体验参与学习民间歌舞的乐趣。

2.学习秧歌舞中的“十字步”，配合音乐进行表演。

3.鼓励幼儿大胆运用肢体动作表现乐曲中快乐的情绪。

活动重点：

学习秧歌舞中的“十字步”，配合音乐进行表演。

活动难点：



鼓励幼儿大胆运用肢体动作表现乐曲中快乐的情绪。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设备一套及视频背景。

2、红绸带、大头娃娃若干。

3、灯笼、年画、服装、鞭炮等。

4、布置好场地。

活动过程：

一、用游戏的形式引入主题。

1.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个逛年会的游戏，小朋友们一会在游戏
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都有哪些吸引你们的地方哦。

2.音乐响起，老师：那边很热闹，我们去看看在干什么？引
出大头娃娃秧歌舞。

3.和幼儿观看大头娃娃秧歌舞。

二、介绍并学习秧歌舞。

1.秧歌舞的特点：喜庆、欢快、热闹。

2.学习秧歌舞的基本舞步：十字步。

3.带领幼儿学习秧歌舞。

三、举行大秧歌舞会。

1.请幼儿分组表演，让幼儿在表演中体会秧歌舞的快乐气氛。



2.对表演好的幼儿进行表扬，对较弱幼儿进行鼓励。

四、结束。

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大头娃娃秧歌舞，现在我们去给别的
班小朋友表演秧歌舞。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篇四

《大头娃娃》是一首很形象的歌曲，儿歌中所描述的“大头
娃娃”是中国明间艺术中特有的一种表演形式，是幸福快乐
的象征。

在活动的一开始，我就出示了“大头娃娃”的实物，一下子
就抓住了学生的眼睛，让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用
让小朋友摸一摸、戴一戴的方法，让幼儿熟悉“大头娃娃”，
并且用说一说的.方式请幼儿充分的表达自己对于“大头娃
娃”外形、表情等的认识，随后老师自己带着“大头娃娃”
表演儿歌，并请学生说说自己听到的内容，并用图片进行展
示，在重点讲述了“哈...哈...”的唱法时，为了帮助幼儿
更好的理解前面的“哈”要像微风一样轻柔，后面的“哈”
要像小鹿的脚步一样轻快，还在图谱上另外用图示加以表示。
在加深学生对歌曲的认识时，教师采用“捉迷藏”藏图片的
方式，让学生更好地记住儿歌内容，在最后还请学生带上头
饰，面对面唱歌，让学生随时保持对儿歌的新鲜感。

整个活动层层递进，学生们在轻松一块的学习氛围中很快就
掌握了歌曲。

大班教案泥娃娃及教学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大头娃娃是传统民间玩具的一种，它外形夸张、诙谐有趣，



表演性强，孩子们非常喜欢戴上它载歌载舞，而秧歌舞又是
安康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艺术，舞曲节奏欢快，感染力强，舞
步简单易学，通过游戏的形式开展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参与
秧歌舞的乐趣。

【活动目标】

1、体验参与学习民间歌舞的`乐趣。

2、学习秧歌舞中的“十字步”，配合音乐进行表演。（重点）

3、鼓励幼儿大胆运用肢体动作表现乐曲中快乐的情绪。（难
点）

4、熟悉歌曲旋律，为歌曲创编动作。

5、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设备一套及视频背景。

2、红绸带、大头娃娃若干。

3、灯笼、年画、服装、鞭炮等。

4、布置好场地。

【活动过程】

一、用游戏的形式引入主题。

1、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个逛年会的游戏，小朋友们一会在游戏
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都有哪些吸引你们的地方哦。



2、音乐响起，师：那边很热闹，我们去看看在干什么？引出
大头娃娃秧歌舞。

3、和幼儿观看大头娃娃秧歌舞。

二、介绍并学习秧歌舞。

1、秧歌舞的特点：喜庆、欢快、热闹。

2、学习秧歌舞的基本舞步：十字步。

3、带领幼儿学习秧歌舞。

三、举行大秧歌舞会。

1、请幼儿分组表演，让幼儿在表演中体会秧歌舞的快乐气氛。

2、对表演好的幼儿进行表扬，对较弱幼儿进行鼓励。

四、结束。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大头娃娃秧歌舞，现在我们去给别的班
小朋友表演秧歌舞。

【活动反思】

一首很形象的歌曲，儿歌中所描述的“大头娃娃”是中国明
间艺术中特有的一种表演形式，是幸福快乐的象征。

在活动的一开始，我就出示了“大头娃娃”的实物，一下子
就抓住了学生的眼睛，让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用
让小朋友摸一摸、戴一戴的方法，让幼儿熟悉“大头娃娃”，
并且用说一说的方式请幼儿充分的表达自己对于“大头娃
娃”外形、表情等的认识，随后老师自己带着“大头娃娃”
表演儿歌，并请学生说说自己听到的内容，并用图片进行展



示，在重点讲述了“哈...哈...”的唱法时，为了帮助幼儿
更好的理解前面的“哈”要像微风一样轻柔，后面的“哈”
要像小鹿的脚步一样轻快，还在图谱上另外用图示加以表示。
在加深学生对歌曲的认识时，教师采用“捉迷藏”藏图片的
方式，让学生更好地记住儿歌内容，在最后还请学生带上头
饰，面对面唱歌，让学生随时保持对儿歌的新鲜感。

整个活动层层递进，学生们在轻松一块的学习氛围中很快就
掌握了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