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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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认真倾听音乐的良好习惯，并感受音乐带来
的快乐。

2、初步培养幼儿的音乐感受力和想象力。

3、能理解音乐的性质，随音乐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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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1、幼儿安静听音乐感受乐曲的性质，通过提问调动幼儿的感
知觉，想象这首乐曲是表现哪种小动物的。

2、幼儿再次听音乐进一步感受音乐的连续性，启发幼儿充分
想象，说出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此难点通过启发引导发来突
破。

3、幼儿欢快的听音乐进行表演，鼓励幼儿大胆的表现自己的



感受，此重点通过倾听法和表演发来突破。

4、幼儿进行放松活动，调整呼吸，安抚心情。

5、结束活动：我们都变成了一只只快乐的小兔子，跟着老师
开心的跳兔子舞。

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篇二

《小兔跳跳跳》是一首情境性、游戏性较强的歌曲，旋律轻
松明快，歌词简单易懂。对于大班幼儿来说记住歌词、学会
演唱并不是难事。因此，活动设计中我的定位是既要让幼儿
在理解歌词的基础上学会演唱这首歌曲，还要采用不同的形
式唱好，让幼儿既体验到歌唱的快乐又掌握一些简单的歌唱
技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幼儿的歌唱表现力，激发幼儿喜爱音
乐的情感。

活动以带“小兔”去树林玩这一情境为主线，在游戏化的轻
松氛围中从熟悉旋律到理解歌词，从学会演唱到多形式表现。
前后呼应的游戏环节和情境设置，意在让幼儿进一步体验到
活动的趣味：多形式的演唱和情趣化的引导，意在让幼儿进
一步感受到歌唱的快乐。

活动目标

1．感受乐曲的活泼欢快，学会演唱歌曲。

2．学习用衬词的方法为歌曲的部分乐句伴奏，在多形式的演
唱中体验歌唱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伴奏音乐，大灰狼头饰一个，表现歌词大意的图谱。



活动过程

一、韵律表演，感受旋律

1．谈话引出活动主角，学习用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的方法。

2．在《小兔跳跳跳》的音乐旋律中，幼儿随教师做简单的韵
律动作，熟悉歌曲的旋律。

(在趣味的情境中通过肢体动作和跟旋律说衬词这两种形式的
结合，既达到熟悉旋律、感受乐曲结构的目的，又让幼儿的
声音得到了很好的预热，为接下来的演唱做好铺垫。同时，
学习有弹性地说衬词还为接下来的演唱埋下伏笔。)

二、熟悉歌词，学唱歌曲

1．教师演唱歌曲一遍。

提问：小兔跳到了什么地方?它听到了什么?又会碰到谁?

2．根据幼儿的回答依次出示相应的图谱，并引导幼儿一一学
唱相应的乐句。

3．幼儿集体完整跟唱歌曲若干遍。

(从完整欣赏到逐句学唱再到完整表现，分步走的教学方法便
于幼儿的理解和记忆，层层递进的活动环节让学习更有序和
有效。)

三、练习衬词，演绎歌曲

1．出示小兔脚印图谱，引导幼儿学习第一句配衬词演唱的方
法。

2．引导幼儿选择适宜的衬词用以上方法表现第二乐句。



3．将幼儿分成两组，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完整表现歌曲若干遍。
提醒幼儿看教师的指挥，合理处理好自己的声音，注意两种
声音的和谐与美感。

(通过图谱这一有效支架让幼儿更好地掌握两个乐句不同的表
现形式，为幼儿会唱、唱好提供支持和帮助；通过倾听、发
现、提问等，引导幼儿去发现和解决演唱的困难，培养自主
学习、主动思考的习惯。让幼儿不仅学会演唱这首歌曲，而
且能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演唱技能，为今后的
歌唱打下基础。)

四、游戏表现，寓歌于乐

告诉幼儿游戏名称，交待游戏玩法，师生共同玩游戏若干遍。

(在有趣的游戏中检测和巩固幼儿对歌曲演唱的成效，让幼儿
进一步体验到歌唱的美好和快乐，寓学于境，寓歌于乐，寓
乐于情。)

关于情趣音乐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情趣音乐教学”是教师依据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幼儿的生理、
心理特征，选择、设计和组织实施趣味性的音乐教学活动，
通过游戏化、情境化的活动引导，借助语言、图谱、故事、
情境等载体，师生共同感受、体验和表现音乐的情感，从而
引导幼儿获得愉悦的音乐情感体验和良好的技能发展。我所
倡导的情趣音乐教学中的“情”和“趣”分别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情”主要体现在：(1)选择能引发幼儿情绪情感的音乐作
品——即作品的情、内容的情；(2)教师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
引发、调动幼儿的情绪情感，即教师的情；(3)通过作品的情
和教师的情去激发幼儿感受、体验和表现音乐的情感，也就
是幼儿的情。



“趣”主要表现在：(1)根据幼儿发展需要选择幼儿喜欢的、
能充分激发幼儿情感的、有趣味的作品——作品的趣和内容
的趣；(2)趣味化的活动过程；(3)教学方法的激趣。

在实践中，我这样让音乐教学凸显情感，突出趣味。

1．“设境”——设境激趣。即创设富有情趣的游戏化情境，
在好玩的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和体验音乐，激发其
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这是情趣音乐教学的第一步，是活动
的设计环节。如在上面的这个歌唱活动中，教师结合歌词，
通过简单的语言让幼儿置身于小兔去森林游玩的情境中，先
玩一玩小兔跳蹦蹦床的游戏，然后听一听小兔到了哪里、碰
到了什么?学一学歌曲，再玩一玩碰到大灰狼的游戏，这样好
玩而有意思的活动孩子们肯定喜欢。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切
记，一切情境都是为目标和内容服务的，不能一味地追求新
颖、好玩、有趣。

2．“导学”——支架导学。这是情趣音乐教学的第二步，是
活动的路径和支架。教师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的需要设计一些
适合的教学图谱、儿歌、动作等直观、具体的表现形式，以
帮助幼儿学习和理解作品内容，从而更好地体验和感受音乐
的'情绪情感。在上面的歌唱活动中，我选择了图谱作为幼儿
理解歌词内容和学习两部分声音合作表现的支架。教师首先
通过幼儿的倾听呈现不同乐句的图谱帮助幼儿理解和记忆歌
词，然后再呈现表现小兔跳跃的脚印以帮助幼儿很好地掌握
每个衬词出现的地方以及它的节拍。这种一目了然的方式，
不仅非常方便幼儿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它能很好地解决两个
声音同时演唱时的速度和节拍，教师只需要提醒幼儿看着自
己演唱的部分跟着教师的指挥唱就行了，这样简洁明了的方
式，让两个部分的声音在表现时更和谐，让教学更有序、有
效。

3．“抒情”——抒发真情。即在情境式的活动中通过多种形
式引导幼儿由感而发、由境生情、情中表达、境中表现。这



是情趣音乐教学的第三个关键策略，也是幼儿能不能走进音
乐、表现作品情绪情感的关键环节。它反映了组织环节中教
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组织能力。以“小兔跳跳跳”歌唱活动
为例，我在引发幼儿情感表达方面实施了这样几个策略：

1．教学多一点灵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表演、多变的教法
都是让幼儿愉快歌唱的润滑剂和助推器。如：“小兔子们，
找到你的蹦蹦床，让我们的声音跳起来。”简单的一句话，
不仅把演唱的技巧蕴含其中，而且也充分激发了幼儿学习的
积极性。又如：“你们还想到哪里去跳一跳呢?”这不仅是对
幼儿的尊重，而且还让孩子们觉得好玩，有了再练习的兴趣。

2．教学多一些方法。这样不仅能让孩子们的学习更主动，而
且可以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歌唱技巧，唱得更自然。例
如：“怎样让你的声音有弹性呢?那就是每一个字唱得轻一点、
短一点，就像要跳起来的感觉。”清晰的语言一下子让幼儿
明白和掌握了顿音的演唱方法。再如：“你觉得还有哪里不
清楚或是唱不好的地方?”当有孩子提出“树叶沙沙响”这一
句唱不好时，教师对孩子们说：“是不是觉得这一句音太高，
有点唱不上去的感觉?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好吗?我们每个人的
眼睛后面都有一个小嘴巴，现在我们让这个小嘴巴来唱歌。
大家闭上眼睛，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站好，然后打开眼
睛后面的小嘴巴，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这种“嘴巴搬家
式”的演唱方法，不仅好玩而且非常有效，它既解决了孩子
们当下的问题，又让孩子们掌握了如何唱得更轻松、更自然
的方法。

3．教学多一份真情。在活动中教师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用
心去歌唱，用情去表现，以此感染幼儿、打动幼儿。幼儿只
有被教师吸引、感动了，他们才会随着教师一起走进音乐，
然后他们才愿意、才有可能表达出自己对作品的体验和感受。
我始终认为，学会演唱一首歌不应该是幼儿园歌唱教学的关
注点，在学会唱这首歌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去表现音乐、
感受音乐才是幼儿园歌唱教学的核心。



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篇三

游戏是幼儿学习与成长的主要方式。箱包布垫是我们新埭幼
儿园的乡土特色材料之一，根据小班孩子年龄特点，我就利
用乡土化的自制体育器械——箱包布垫，设计了体育游
戏“小兔跳跳”。整个活动以兔妈妈和小兔去森林游玩的情
境贯穿始终，通过尝试箱包布垫的各种游戏，引导幼儿初步
练习跳的技能，体验身体活动的乐趣。从而让孩子们对体育
活动更加的感兴趣。

1、尝试用垫子玩各种游戏，初步练习跳的技能。

2、运用乡土化材料开展体育游戏，体验身体活动的乐趣。

箱包布料制作的布垫、音乐：甩葱歌

乐意尝试用垫子玩各种游戏，发展幼儿跳的技能。

初步练习双脚分合协调的跳跃。

一、情境导入，活动身体。

1、教师以兔妈妈的身份带领兔宝宝们进入听音乐做开汽车的
动作活动场地。

2、热身运动：兔妈妈带领兔宝宝们运动身体。

二、森林探险，练习多种跳法。

1、情境一：小兔过河。

（1）双脚连续向前跳。

兔宝宝们尝试着将布垫摆成石头路，并练习多种连续向前跳



的动作。

将布垫摆成稍远的距离，练习定点跳。

（2）双脚分合跳。

教师示范双脚分合跳。

幼儿练习数次。

2、情境二：小兔子拔萝卜。

（1）跟妈妈去拔萝卜，

（2）跳石头路，选其中一条

（2）吃萝卜

（3）返回，再次选择石头路

（4）第二次拔萝卜，并返回

三、放松整理活动

互相捶捶背、揉揉肩，敲敲腿进行放松运动。

四、活动延伸：煮萝卜

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篇四

1、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

2、让幼儿乐于加入集体活动。

3、学会与同伴协商合作游戏。



4、锻炼平衡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幼儿能够屈膝双脚离地跳跃。

教学重点：幼儿双膝离地连续跳跃。

活动准备

剪好的蘑菇若干小兔子头饰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教师带领幼儿进入场地。

二、基础部分：

1、准备往返路线

（小兔子们跳到对面，捡起蘑菇，返回终点。）

2、小兔子的比赛

（两只小兔子比赛，看谁跳得快。）

三、结束部分：

1、兔妈妈和小兔回家。

2、整理活动。

教学反思



1、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乐于参与集体活动。

2、幼儿能基本完成教师的口令要求，基本达到了活动目标要
求。

3、活动过程中个别幼儿不能掌握练习要领，教师没有引导好，
应加强教师之间的配合。

4、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应加强幼儿的练习。

体育活动小球跳跳教案大班篇五

1、练习双腿夹物跳的动作，发展腿部力量。

2、激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3、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4、引导孩子乐于接受治疗。鼓励、培养小朋友不怕打针的勇
敢精神。

兔子、呼啦圈、大灰狼头饰、音乐磁带（三只熊、海西翘翘
板、月光曲）

一、开始局部：热身运动

教师：小兔子们好，今天兔妈妈要带你们去森林里去做游戏、
学身手，高兴吗？但森林里可能会有大灰狼，所以请兔婴幼
儿们一定要排好队伍，一个一个跟着兔妈妈。来，我们竖起
小耳朵，动身啦......（做兔跳进活动室）

二、基本局部：学习动作--"夹物跳"

过渡语：这儿真美，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１、说说我们刚才是怎么跳的？

２、（出示毛绒玩具）看，兔妈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都有
些谁？毛绒玩具想和小兔子们玩"跳跳跳"的游戏，说说怎么
带着毛绒玩具"跳跳跳"呢？（幼儿自由表达）

３、交代要求，集体练习"夹物跳"。（教师参与）

４、第二次集体练习"夹物跳"，要求夹紧"毛绒玩具"，同时
听到"大灰狼来啦"，迅速的两人一组跑到"呼啦圈"内站好。

５、游戏：《小兔跳跳跳》

教师介绍游戏玩法，幼儿游戏1至2次。教师讲评。

三、结束局部：放松运动

互相敲敲腿、捶捶背、揉揉肩

通过这节课让幼儿练习双脚跳，锻炼跳跃能力，感受游戏的
乐趣。不足之处：幼儿兴趣高，持久性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