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 人教版二年级
音乐快乐的游戏教案(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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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篇一

教学内容：

1.唱歌《阿西里西》。

2.打击乐器：堂鼓、小钹、木鱼。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歌曲《阿西里西》。

2.学会堂鼓、小钹、木鱼的基本演奏方法。

3.能积极探索堂鼓等乐器的其它演奏方法。

教学过程：

1.从第三单元的欣赏曲《阿细跳月》引入《阿西里西》，这
两者都是彝族的音乐，前者是表现青年们的舞蹈，后者是表
现儿童们的游戏。

2.听《阿西里西》的录音数遍，学生跟着录音轻声哼唱。

3.教师解释“阿西里西”(我们是好朋友)和“丘都拉迪嗡



啊”(表现欢乐的衬词)的含义。并与学生一起回忆彝族的一
些风土人情(这在以前的学习中已经介绍过)。

4.学生跟着伴奏带演唱《阿西里西》。

5.展示堂鼓、小钹、木鱼等打击乐器，请学生说出名字，学
生可能将堂鼓说成小鼓，将小钹说成是小镲，这也无妨。

教师分别介绍并示范这三种打击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堂鼓
用单槌击和双槌同时击都是基本的演奏方法;小钹上下相击，
左右相击也都是基本的演奏方法。

6.学生分三组，分别学习堂鼓、小钹和木鱼的基本演奏方法。

堂鼓可奏“× × ×× ×”的节奏，小钹奏“× ×× ×
×”的节奏，木鱼奏“××××”和“×××× ×× ××
××”的节奏。然后三组齐奏，形成一种热烈欢快的气氛。

7.各组分别探索堂鼓、小钹、木鱼的其它演奏方法，如堂鼓
击鼓边、或用手按住鼓皮敲击、小钹磨擦发音、用鼓槌击木
鱼等，总之，要求学生在同一件乐器身上探索发出几种不同
音色的声音，这一练习是很有意义的。

8.用堂鼓、小钹和木鱼为歌曲《阿西里西》伴奏，请学生在
课外作好设计，下一节课大家共同来实践。

9.复习一遍歌曲《阿西里西》，再用刚才试敲的节奏为歌曲
伴奏。

教学评价：

1.学唱《阿西里西》的效率。

2.学生掌握堂鼓、小钹、木鱼基本演奏方法的普遍程度。



3.探索堂鼓等乐器其它演奏方法的积极性与参与率。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篇二

1、激发幼儿喜爱小鸡的情感，感受鸡宝宝的可爱。

2、启发幼儿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演唱歌曲。

3、熟悉、感受歌曲旋律和内容，学唱歌曲。

4、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1、课件：图片—小鸡出壳。

2、小鸡毛绒玩具一个。

一、导入

演示课件（小鸡出壳），引出课题。

教师说：笃笃笃，咦，谁在敲门呀？（教师作倾听状）原来
是小鸡要出来了，小小蛋儿要开门了！

二、展开

1、欣赏歌曲：小小蛋儿把门开。

2、通过提问与感知活动，学习歌词，感受歌曲旋律。

提问：小小蛋儿把门开，开出谁来了？小鸡从蛋壳里出来是
什么样的？

（出示毛绒玩具小鸡，让幼儿摸一摸，感知毛茸茸、胖乎乎
的样子）



提问：还有哪些东西是毛茸茸、胖乎乎的？

（启发幼儿大胆发言或者互相说一说）

3、自编动作，帮助幼儿进一步熟悉歌词和曲调，重点启发幼
儿用动作表现小鸡毛茸茸、胖乎乎的样子，模仿小鸡叫、吃
米、扇翅的动作，表现鸡宝宝的可爱。

4、集体游戏

能用肢体语言表现歌词，掌握三处长短音的唱法，完整学唱
歌曲。

（重点练习三处长短音的唱法）

5、变换游戏玩法。

全体幼儿拉起手组成一个大“鸡蛋”，请几名幼儿站在“鸡
蛋”里面做“小鸡”，边游戏边演唱歌曲。

（做小鸡的幼儿可不断轮换）

三、结束

简单评价幼儿的表现，带领幼儿户外活动。

教师说：小鸡们真开心，我们一起出去捉虫子吃吧。

活动延伸

请幼儿感知实物，亲身体会小鸡出壳的情景。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篇三

1、理解歌词，初步学会唱歌曲。

2、初步能以不同的角色学习唱歌表演，培养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和表演能力。

3、感受音乐活动带来的快乐，体验小鸡小鸭一起游戏及朋友
间的友情。

1、草地背景图。

2、小鸭、小鸡图片

3、节奏谱

4、头饰（小鸭、小鸡）与幼儿数量相同。

一、出示背景图，讲述小鸭小鸡的故事。

1、“小朋友，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小动物们都要出来玩
了。呀，看谁来了呀？（小鸭）小鸭摇摇摆摆地来到草地上，
真开心”。

2、提问：小鸭是怎么来到草地上的呀？谁来学一学这只小鸭
呢？（学小鸭走路）

3、我们看看草地上还来了哪个小动物呢？（小鸡）小鸡快快
乐乐地来到草地上，它是怎么走路的，谁来做做这只快乐的`
小鸡呢？（学小鸡走路）

4、小鸭小鸡都来到了草地上，两个好朋友碰在一起了，提问：
两个好朋友怎么样了？（碰在一起），小鸭连忙跟小鸡打招
呼，它是怎么打招呼的呢？（出示节奏谱1嘎嘎嘎）小鸡是怎



么打招呼的？（出示节奏谱2叽叽叽）

5、打完招呼后，他们还开心的唱起了好听的歌。（嘎嘎嘎）
（叽叽叽）他们一同唱歌、一同游戏。

二、初步学习演唱歌曲。

1、带领幼儿朗诵歌词，记住歌词内容。“王老师把小鸭和小
鸡两个好朋友的故事编成了一首儿歌，我们一起学一学。”
（有节奏的念歌词）

2、教师清唱歌曲。“王老师还能把这首儿歌唱出来，你们想
听吗？”

3、幼儿演唱。“小朋友也来唱一唱吧。”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篇四

练习向指定地地点跑，游戏活动时不拥挤、不碰撞，学习保
护自己。

1、鸡妈妈头饰一个，宝宝人手1个小鸡头饰。

2、欢快的音乐磁带、录音机。

3、场地上画好小鸡的`家。

1、扮演角色，引起兴趣――教师戴上鸡妈妈头饰，宝宝戴上
小鸡头饰，说：“宝宝们，老师是鸡妈妈，你们是谁呀？”

2、带爸爸做热身活动――教师带宝宝活动身体各部位。“咱
们听着音乐一起做做运动吧。”

3、玩游戏：老鹰来了――宝宝们跟在教师身后，教师一边讲



游戏的玩法，一边带宝宝进行游戏。

“今天鸡妈妈要带小鸡宝宝到草地上吃吃小虫，吃吃米，走
喽――”教师带宝宝边说儿歌边模仿小鸡吃米动作：“小小
鸡，叽叽叽，爱吃虫儿爱吃米。”

“老鹰来了，快跑回家。”提醒宝宝回家时不拥挤，不碰撞。

“小鸡宝宝的耳朵真灵，一个也没有被老鹰捉去，咱们再出
去玩玩吧。”将“老鹰”变成“狼”、“狐狸”等角色反复
玩游戏2~3遍。

4、抱抱、亲亲，结束游戏。

教师依次抱抱、亲亲每个宝宝。“小鸡宝宝听妈妈的话知道
保护自己，真是好宝宝。”

快乐的小鸡游戏教案小班篇五

教学内容：

1.唱歌《拔河》。

2.欣赏管弦乐曲《踢毯子》

教学目标：

1.能用富有力度和弹性的声音有表情地演唱《拔河》。

2.能用人声和打击乐器表现拔河的情景，并用打击乐器为歌曲
《拔河》伴奏。

3.能随着乐曲《踢踺子》的韵律，即兴表演踢踺子的动作。

教学过程：



1.用拔河的图片或提问的方式引入歌曲《拔河》的教学，请
学生用语言描绘拔河时欢快、热烈的气氛。

2.提问“拔河的音乐应当是怎样的?”“演唱时在声音上应具
有什么特点?”启发学生想象表现拔河场面歌曲的音调特点一
热烈、欢快、紧张。

3.听赏歌曲《拔河》的范唱录音，听几遍后通过提问的方式，
加深学生对这首歌曲的认识，为正确地表现这首歌曲打下基
础。

4.录音学唱歌曲。

5.教师领唱、学生齐唱，学生领唱、齐唱。

6.按课本上的要求，用打击乐器(或小喇叭、喊声、跺脚等)
表现歌曲《拔河》热烈、紧张。欢快的气氛，再将这些声音
录下来。

7.边演唱歌曲，边放渲染气氛的录音，师生共同评论。

8.欣赏管弦乐曲《踢踺子》，引导学生注意由木琴奏出的主
题。

9.教师表演踢踺子动作(也可将踺子带到课堂上来，因有些学
生可能没有见过和玩过踢踺子)，开始时两拍踢一下，后可变
为一拍踢一下，可用右脚踢，也可用左脚踢，可以站着踢，
也可以跳着踢，还可以右脚交叉到左脚后面踢等。

10.学生随音乐即兴地做踢踺子的动作，不要要求整齐划一，
只要求能合拍，达到“用动作来理解音乐、表演音乐”的目
的。

11.复听一遍《踢踺子》以加深印象，并要求学生能在以后播



放这段音乐时立即说出曲名。

12.歌表演《拔河》将掀起本节课的**，但以徒手表演拔河为
好，不要使用真的绳子，以免目标转移。表演的动作可由学
生自己设计，各组表演的动作可以不同，每组约11人(五人一
队分列两边，一人当裁判)，部分学生可用打击乐器、人声为
歌曲伴奏。

教学评价：

1.学生演唱《拔河》时的投入程度和是否富有表情。

2.学生在设计《拔河》气氛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3.学生听赏音乐时的积极性及专注程度。

4.学生在歌表演时表现的纪律性及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