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 春天在哪里大班
音乐活动教案(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感知春天的美，感受歌曲欢快的旋律和节奏，能用活泼的
动作表现自己对春天的感受，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2.学习踏点步、颤膝等基本动作，复习左右移重心等动作并
能协调灵活地运用。

3.通过创编表演的形式，激发幼儿参与创编活动的兴趣及热
爱自然和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点：

感受歌曲欢快的旋律和节奏，学习基本动作，能协调灵活地
表演。

教学难点：

提供平台，让幼儿用活泼的动作表现自己对歌曲的感受，体
验创编的.乐趣，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教学准备：



1.录制磁带、画图片

2.准备关于春天万物生长及各种景色的碟片

3.请孩子们根据自己对春天的感受，事先自制头饰

4.布置舞蹈活动场地

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师：孩子们，天色已晚，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师生
共同“休息”，音乐起）师：听！谁在唤我们早早起？（大
公鸡）集体表演律动《大公鸡》，并复习《身体柔韧操》。

2.复习组合《郊游》（播放背景音乐《郊游》）

师：春天多美呀！孩子们，你们在春天里最想干什么？（幼
儿答）让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二、基本部分。

1.师：孩子们，上次老师布置你们去找春天，你们找到春天
了吗？（幼儿自由用语言表达）

2.观看有关春天的碟片并播放背景音乐《春天在哪里》

3.师：你看到听到春天在哪里？（幼儿回答并请其在音乐伴
奏下用身体动作表示）

你能选择色块来表示这首歌曲的情绪吗？（出示黑、白、红
三种色块让幼儿选择感知歌曲的欢快情绪）

4.师：让我们听着春天的歌，唱起来跳起来吧！（听音乐启



发幼儿自由表演）

5.带领幼儿学习舞蹈基本动作：

（1）师：看小朋友跳得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编出了一些动
作，让我们一起学一学吧！

（2）师新授踏点步、颤膝等动作

（3）练习侧跟点步、左右移重心等动作

（4）帮助幼儿理顺动作并集体表演第一段中的第一部分

（5）幼儿连贯练习表演第一部分

6.启发幼儿创编第一段第二部分的动作：

（1）师：下面的音乐跟刚才那段相似，只是歌词有些变化，
我想考考小朋友，你们能不能在刚才那些动作的基础上创编
出新的动作来？（欣赏第二部分）

（2）引导幼儿分句创编动作

（3）教师纠正幼儿动作，并连贯练习。

7.理解歌曲的结构，感受第一段第三部分欢快的节奏，共同
创编动作

（1）听下面这段音乐跟刚才比有区别吗？

（2）这么欢快的音乐可以用哪些动作表现呢？

（3）幼儿分组合作创编动作

8.师带领幼儿完整练习、表演舞蹈，并纠正幼儿动作。



让幼儿带上自己设计的头饰分组或个别表演舞蹈，并给与奖
励。

三、结束部分。

1.教师总结：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找春天、说春天、唱春
天、跳春天，你们想打出春天的节奏吗？（让幼儿从周围墙
饰中找出各种不同的节奏型）

2.听音乐根据节奏玩游戏《快乐碰一碰》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篇二

1、欣赏管弦乐曲《春天悄悄来临》。

2、活动《春光好》。

1、使学生在聆听音乐作品的过程中获得愉悦的感受与体验。

2、通过音乐活动《春光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好奇心和探
究愿望。

3、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协作精神和创造能力。

1、在预先不告诉学生曲名的情况下，播放管弦乐曲《春天悄
悄来临》

2、让学生为该曲命名。

3、告诉学生曲名。

4、启发学生用语言、动作、图画等来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5、用课本上的插图来引入音乐活动《春光好》。



6、介绍有关“春游”、“春耕”的常识。

7、教师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如何用声音、语言、动作来表
现“春游”和“春耕”。

8、用多种打击乐器模仿“春游”和“春耕”的音响。

9、结合课本上的插图鼓励学生创编以“春游”和“春耕”为
主题的音乐游戏。

10、用声音、语言、动作等表现“春游”和“春耕”游戏中
的情节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篇三

【教材简解】

如何让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歌曲，仅仅学会歌曲是不够的，
教师应深挖教材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仿编歌曲《春天
在哪里》这个活动就是挖掘了歌曲可拓展之处，让幼儿在创
编歌曲时更好的感受春天的多种声音和声音的美妙、有趣，
潜移默化的引导幼儿不仅可以用眼睛看世界，也可以用耳朵
听世界，感受除视觉外的听觉美。使学生在表现和创造中获
得音乐审美的体验，享受成功的快乐。同时，让幼儿用不同
演唱方式感受音乐活动的乐趣。

【目标预设】

1、学习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体验成功的乐趣。

2、学习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3、培养幼儿用耳朵感受生活的能力和体验季节之美的审美能
力。



【重点和难点】

学习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替换动物的歌声。

【设计思路】

《春天在哪里》这首歌曲，歌词格式整齐、压韵，唱起来朗
朗上口，颇含诗意。春天在那里？以这个问题引头的歌词，
展开了广阔的画面，也给幼儿提供了无限的想象余地。诗歌
以明快的节奏，营造出轻松欢快的格调，与春天的景色融合
一体，给幼儿以美好的向上的精神启迪。一般人们是从视觉
上感受到春天的到来，而忽视听觉感受到的春天。我想让幼
儿通过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中还有会唱歌的xx，让幼儿感
受春天声音的美妙。让幼儿老歌新唱，多唱法。让幼儿在拓
展歌曲，创编歌词，运用不同唱法再次感受和表达对春天的
喜爱之感情。

【教学理念】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念相结
合，加强音乐课与生活的联系。”时值初春，春的气息悄然
而至，春天的生机和希望，激发了幼儿的兴趣。歌曲《春天
在哪里》正好表现这一主题，学生对春天有较丰富的生活经
念与知识。新课标同时指出：“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学习，应有机渗透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因此，在教
学中不能单纯的传授知识解决难点，而应在丰富、生动、具
体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体验、探究、合作、综合等方式
和过程来进行，在活动中感受音乐的美，让学生的情感、态
度、兴趣等因素紧密结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仿编歌曲
《春天在哪里》这个音乐活动正是让幼儿在春的意境中，根
据以往的经验进行创编，进一步丰富歌曲，让幼儿在创作中
体验快乐和成功，并进一步感受春天声音的“美”，从而使
幼儿对春天在视觉和听觉上有更新的认识和体验。



【教学准备】

1、春天图片一幅、歌曲图谱一张。《春天在哪里》歌曲磁带
及伴奏带。

2、录音机、磁带（录有青蛙、春雨、溪水、蜜蜂、鸽子、鸟
叫、小鸡、小鸭等声音）

【教育过程】

一、复习歌曲《春天在哪里》

教师带领幼儿将歌曲完整唱一遍。

二、看图谱仿编诗歌

1、出示诗歌曲图谱

提问：春天除了有会唱歌的小黄鹂，你知道春天还有会唱歌
的谁呢？（幼儿回答，教师在图谱上替换相应的图片）它是
怎么唱歌的`？（引导幼儿一起模仿歌声，如：蜜蜂――嗡嗡
嗡）

2、我们一起用歌曲里的节奏来唱一唱。（如：还有那会唱歌
的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蜜蜂。）

3、出示幼儿不易想到的春天的歌声：春雨―淅沥沥、溪水―
哗啦拉、鸽子――咕咕咕

师：这是谁？它们在春天里是怎么唱歌的？（幼儿不知道时
播放它们的声音，让幼儿模仿。）谁来唱一唱？（幼儿尝试
唱出创编歌曲）

三、唱仿编歌曲，感受春天声音的美妙。



2、教师小结：原来春天的蜜蜂、青蛙、春雨、小溪……都会
唱歌，春天到处都有美妙的歌声。

四、学习用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1、师：歌曲中有一句问句，是哪一句呢？（春天在哪里？）

2、师：那老师来问？你们答？最后小蜜蜂的歌声老师和你们
一起唱。（师生合作，用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
唱歌曲。）

3、进一步练习：可以女孩问，男孩答或交换，最后可以用幼
儿创编的歌曲，如；春雨/小溪/青蛙等的歌声一起唱，进行
多次练习，幼儿不易枯燥。

4、小结：春天来了，不光可以用眼睛看到，春天的歌声也会
告诉我们春天来了！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感受歌曲中表现的欢快节奏和活泼
的情绪。

2、根据音乐和歌词内容，创造性地运用身体动作表现对歌曲
的感受。

3、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4、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5、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理解歌曲意境。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1、复习歌曲柳树姑娘。重点：唱出句首重音。

2、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1)第一遍欣赏，初步感受歌曲表达的欢快、抒情的音乐性质。

(2)第二遍欣赏，同时播放录象，帮助幼儿再次感受歌曲。

说说歌中唱了些什么，;并根据乐曲打节拍。

(3)第三遍欣赏，同时随教师打节拍两至三次。

1)鼓励幼儿利用不同的身体动作来打节拍。

重点：停顿、休止，使其欢快、延长，使其抒情。

2)幼儿根据对歌词的理解自编动作，进行表演。

重点：创编花、草、小黄鹂的动作。

3)集体进行表演。

活动反思：

通过制定的教学目标，我开始了教学活动，首先我是用故事
引题，把歌曲内容变成一个小故事，让幼儿理解歌曲的大意。
然后让幼儿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歌曲里说了些什么。
然后出示图谱，分段学唱歌曲。最后完成学唱歌曲。在学唱
玩歌曲后，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演唱。然后让幼儿欣赏舞蹈



《春天在哪里》让幼儿感受春天的的美。

整个教学活动下来，我都是按照活动目标进行下来的，基本
上都能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在教学活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
题，在幼儿唱着回答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跑调，找不准音高，
于是我用琴轻声的伴奏，这样效果就好了一点。由于这首歌
曲的内容比较的多，虽说是用了图谱教学，但是幼儿还是会
将内容搞混。

音乐活动是我在教学活动中一直比较难以克服的一个教学领
域，通过尝试使用图谱的方法，孩子们不仅能主动学习，而
且学习的氛围也变的轻松了很多，纲要指出幼儿独特的笔触、
动作和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成人应对幼儿的
艺术表现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能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
评判幼儿，更不能为追求结果的“完美”而对幼儿进行千篇
一律的训练，以免扼杀其想象。

音乐活动春天来了反思篇五

1、学习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体验成功的乐趣。

2、学习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3、培养幼儿用耳朵感受生活的能力和体验季节之美的审美能
力。

【重点和难点】

学习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替换动物的歌声。

【设计思路】

《春天在哪里》这首歌曲，歌词格式整齐、压韵，唱起来朗
朗上口，颇含诗意。春天在那里?以这个问题引头的歌词，展



开了广阔的画面，也给幼儿提供了无限的想象余地。诗歌以
明快的节奏，营造出轻松欢快的格调，与春天的景色融合一
体，给幼儿以美好的向上的精神启迪。一般人们是从视觉上
感受到春天的到来，而忽视听觉感受到的春天。我想让幼儿
通过仿编歌曲《春天在哪里》中还有会唱歌的_，让幼儿感受
春天声音的美妙。让幼儿老歌新唱，多唱法。让幼儿在拓展
歌曲，创编歌词，运用不同唱法再次感受和表达对春天的喜
爱之感情。

【教学理念】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念相结
合，加强音乐课与生活的联系。”时值初春，春的气息悄然
而至，春天的生机和希望，激发了幼儿的兴趣。歌曲《春天
在哪里》正好表现这一主题，学生对春天有较丰富的生活经
念与知识。新课标同时指出：“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学习，应有机渗透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因此，在教
学中不能单纯的传授知识解决难点，而应在丰富、生动、具
体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体验、探究、合作、综合等方式
和过程来进行，在活动中感受音乐的美，让学生的情感、态
度、兴趣等因素紧密结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仿编歌曲
《春天在哪里》这个音乐活动正是让幼儿在春的意境中，根
据以往的经验进行创编，进一步丰富歌曲，让幼儿在创作中
体验快乐和成功，并进一步感受春天声音的“美”，从而使
幼儿对春天在视觉和听觉上有更新的认识和体验。

【教学准备】

1、春天图片一幅、歌曲图谱一张。《春天在哪里》歌曲磁带
及伴奏带。

2、录音机、磁带(录有青蛙、春雨、溪水、蜜蜂、鸽子、鸟
叫、小鸡、小鸭等声音)



【教育过程】

一、复习歌曲《春天在哪里》

教师带领幼儿将歌曲完整唱一遍。

二、看图谱仿编诗歌

1、出示诗歌曲图谱

提问：春天除了有会唱歌的小黄鹂，你知道春天还有会唱歌
的谁呢?(幼儿回答，教师在图谱上替换相应的图片)它是怎么
唱歌的?(引导幼儿一起模仿歌声，如：蜜蜂——嗡嗡嗡)

2、我们一起用歌曲里的节奏来唱一唱。(如：还有那会唱歌
的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蜜蜂。)

3、出示幼儿不易想到的春天的歌声：春雨—淅沥沥、溪水—
哗啦拉、鸽子——咕咕咕

师：这是谁?它们在春天里是怎么唱歌的?(幼儿不知道时播放
它们的声音，让幼儿模仿。)谁来唱一唱?(幼儿尝试唱出创编
歌曲)

三、唱仿编歌曲，感受春天声音的美妙。

2、教师小结：原来春天的蜜蜂、青蛙、春雨、小溪……都会
唱歌，春天到处都有美妙的歌声。

四、学习用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1、师：歌曲中有一句问句，是哪一句呢?(春天在哪里?)

2、师：那老师来问?你们答?最后小蜜蜂的歌声老师和你们一



起唱。(师生合作，用问答形式和分组唱和齐唱的方式演唱歌
曲。)

3、进一步练习：可以女孩问，男孩答或交换，最后可以用幼
儿创编的歌曲，如;春雨/小溪/青蛙等的歌声一起唱，进行多
次练习，幼儿不易枯燥。

4、小结：春天来了，不光可以用眼睛看到，春天的歌声也会
告诉我们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