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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通过制定
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
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大班音乐教学计划下学期篇一

让幼儿成为音乐的主人

歌唱是人类音乐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人类表达、交流
感情的`最自然的手段之一。唱歌是人们表达自己喜怒哀乐各
种情感的方式，也是人的童年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幼儿通过他们甜美、清脆的童声来表达自己欢快、喜
悦等各种各样的心情，同样也是他们显示自己能力，获得成
功体验的重要途径。它的重要作用体现在：

2、可以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社交技巧；

3、可以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扩大知识面，学会很多有用的
知识；

4、还可以激发幼儿的热情，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可见，唱
歌能给幼儿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唱歌应该成为幼儿音乐启蒙的一个重要手段，
成为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使每一个幼儿都能享受到唱
歌所带来的欢欣和愉悦。

音乐教育活动是幼儿园诸多教育活动中的一种，要有目的、



有计划引导幼儿主动活动，又要熟知幼儿音乐教育的功能，
遵循音乐艺术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引导
幼儿在音乐艺术美的感受；情的激动中主动活动，使幼儿在
丰富多彩的音乐教育活动过程中，从多方面接受教育，促进
发展。

实验幼儿园小（三）班全体幼儿。

（一）研究目标：

1、发展幼儿音乐听觉能力，培养幼儿听辨，感知音乐表现手
段及其在音乐中的表情作用。

（二）研究假设：幼儿歌唱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观察法：

1、观察内容：观察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每个幼儿的
歌唱能力的不同表现。

2、观察时间、次数：采用随机观察的方式，每日至少一次。

3、记录方法：采用符号描述与概括描述相结合的方式，记录
观察结果。

（二）测查法：

1、采用整体抽样法，从本班中抽取10名幼儿为被试验者。

2、测查内容：通过小舞台进行表演。

3、测查结果：采用符号描述与概括描述相结合的方式，记录
幼儿的测查结果。

阶段小结及成果研究报告。



大班音乐教学计划下学期篇二

一、 教学目标：

1 音乐游戏。

(1)了解音乐结构、音乐内容。

(2)按规则、节拍进行音乐游戏。

(3)主动参与游戏。

2、 歌词、舞蹈创编。

1)能大胆地对歌词进行改编。

(2)在理解歌词后，能大胆地根据歌词创编舞蹈。

利用每次学习新歌的机会，让幼儿创编舞蹈动作，根据幼儿
创编的动作串连为舞蹈，从而激发幼儿创编动作的愿望。

二、 时间安排

九月：学习玩音乐游戏。

十月： 能遵守音乐游戏规则进行音乐游戏。

十一月：能遵守音乐游戏规则进行游戏，并了解音乐的内容。

十二月：能大胆地为歌词进行改编、创编舞蹈动作。

一月：对歌词改编、创编舞蹈动作后，能大胆在同伴面前进
行表演。

三、 成果预计



幼儿能够积极地、遵守游戏规则参加音乐游戏，并能理解音
乐的内容及结构。能大胆地对歌词进行改编、创编，利用已
学的舞蹈动作创编舞蹈，并大胆地在同伴面前表演以及主动
与人合作表演。

大班音乐教学计划下学期篇三

4、在集体音乐活动中协调、合作，养成良好的音乐活动常规，

四、措施：

1、发挥家长资源，收集各种废旧材料制作简单的打击乐器

2、开设音乐区，为幼儿提供适宜的环境和表现途径，引导幼
儿亲自操作体验，大方自信地表现。

3、积极开展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将音乐渗透到一日生活中去，
发挥幼儿教育的中介作用，使其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共同
促进幼儿的发展。

4、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音乐素质，增强创新意识，开
拓思路，从适宜幼儿年龄特点的教法入手，更广泛的采用多
样的形式开展教学。

五、具体安排：

九月份：1、幼儿音乐评估

2、开设音乐表演区

3、认识几种打击乐器并学会使用，培养幼儿良好的活动常规

十月份：1、学习2/4、3/4的节奏型

2、能用废旧材料制作简单的打击乐器



3、继续培养良好的活动常规

十一月份：1、学习4/4拍的节奏型

2、能够看图示打出二种混合的节奏

十一月份： 1 编排一两个适合大班节奏乐节目

大三班上学期课程如下(节选)：

《寻找节奏》

《节奏和律动的游戏》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奥尔夫音乐教案：《声音长短》

奥尔夫音乐教案——《鸭子拌嘴》

《喜洋洋》

《小青蛙》

《落叶》

《厨房里的声音》

《喜洋洋与灰太狼》

《铃儿响叮当》

《呼噜呼噜清洁歌》

《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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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音乐教学计划下学期篇四

燕庄小学幼儿大班共有幼儿51人，其中男孩26人，女孩25人。
年龄大约都在3----5岁之间，他们大都来自本校的几个校辖
村，大部分幼儿都能在活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有较强的表现
欲，幼儿们都喜欢唱歌活动，感受力和表现力都比较强，但
幼儿对打击乐活动接触较少，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活动常规，
很多乐器幼儿还不知道如何使用，更谈不上感受和表现了。

《纲要》中指出：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
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孩子
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
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每个孩子都喜欢敲敲打打，打击乐就
很适合孩子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通过这项孩子喜爱的音乐
活动，可以发展孩子的合作能力，增强纪律和责任感，使他
们从中获得快乐和成功的感受。因此本学期我们将根据《幼
儿园指导纲要》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精神，结合本班幼
儿的实际发展水平开展教研活动。

1、认识常见的打击乐器并会操作，培养幼儿音乐节奏的表现
力与感受力。

2、感受到声音的基本特征：音高、强弱、长短等变化

3、能利用废旧材料制作乐器，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萌发初步
的环保意识

4、在集体音乐活动中协调、合作，养成良好的音乐活动常规，

1、发挥家长资源，收集各种废旧材料制作简单的打击乐器

2、开设音乐区，为幼儿提供适宜的环境和表现途径，引导幼



儿亲自操作体验，大方自信地表现。

3、积极开展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将音乐渗透到一日生活中去，
发挥幼儿教育的中介作用，使其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共同
促进幼儿的发展。

4、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音乐素质，增强创新意识，开
拓思路，从适宜幼儿年龄特点的教法入手，更广泛的采用多
样的形式开展教学。

九月份：

1、幼儿音乐评估

2、开设音乐表演区

3、认识几种打击乐器并学会使用，培养幼儿良好的活动常规

十月份：

1、学习2/4、3/4的节奏型

2、能用废旧材料制作简单的打击乐器

3、继续培养良好的活动常规

十一月份：

1、学习4/4拍的节奏型

2、能够看图示打出二种混合的节奏

十一月份：

1编排一两个适合大班节奏乐节目



大三班上学期课程如下(节选)：

《寻找节奏》

《节奏和律动的游戏》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奥尔夫音乐教案：《声音长短》

奥尔夫音乐教案——《鸭子拌嘴》

《喜洋洋》

《小青蛙》

《落叶》

《厨房里的声音》

《喜洋洋与灰太狼》

《铃儿响叮当》

《呼噜呼噜清洁歌》

《吹泡泡》

大班音乐教学计划下学期篇五

幼儿园的教育任务应是向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
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活泼的成长，为入小学打好基础，为
造就一代新人打好基础。

我班共有幼儿55名，其中男生31名，女生24名，幼儿园大班



的孩子，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不是非常好，具有好动不好
静，注意力易转移，抽象思维还未完全起步，形象思维和无
意注意占优势的特点。

学前班这学期设计的音乐活动，作为提高幼儿素质的重要学
科，本学期教学内容包括：歌曲、律动、音乐游戏、音乐欣
赏、歌表演等。

通过音乐教学使幼儿在以下几方面得到充分发展：

1、使幼儿体验音乐学习的快乐，培养音乐学习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情感、美感，发展幼儿的基本音乐。

3、发展幼儿的感知觉。

4、能独立的，有表情的唱歌。

5、音乐活动中幼儿的参与、探索、表演、动手实践，使他们
有机会独创。

6、音乐教育对于幼儿的合作精神、人际交往能力具有积极的
作用。

7、培养幼儿节奏感。

1、依据幼儿年龄特点，我计划在音乐教学中运用讲故事、做
游戏、即兴表演等各种“动“的形式来充分调动幼儿对音乐
学习的积极性。

2、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3、积极参加到幼儿学习音乐的活动中去。

4、能独立的，有表情的唱歌。



5、音乐活动中幼儿的参与、探索、表演、动手实践，使他们
有机会独创。

6、音乐教育对于幼儿的合作精神、人际交往能力具有积极的
作用。

7、培养幼儿节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