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语文海上日出教学反思(优
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大班教案篇一

1、通过欣赏民歌“花儿”，感受“花儿”曲调热忱、奔放的
特点。

2、学习用“填词”的方式改编和演唱“花儿”。

3、尝试用自制乐器——葫芦为“花儿”伴奏，进一步体
会“花儿”旋律的特点。

4、培养幼儿对民族音乐的爱好，激起对故乡和少数民族的酷
爱。

1、活动前，让幼儿观看“花儿演唱会”、故乡风景及特产等
图片，了解图片内容并相互交换。通过在自制葫芦乐器上绘
画，为学唱“花儿”奠定基础。

2、自制小葫芦乐器7个、回族小白帽若干个、民族服装1套。
多媒体教学装备dvd碟机一台、投影装备一套。钢琴伴奏教师
一位。

1、教师穿民族服装进进活动室，引进课题。

师：我今天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是为了给小朋友演唱一首民
歌“花儿”，这首民歌的名字叫《左面是黄河右面是山》，



现在请小朋友们仔细听。

2、教师演唱花儿《左面是黄河右面是山》第一遍，同时播放
黄河及羊皮筏子的dv画面。

发问：从这首歌中，你听到了甚么？想到了甚么？（幼儿讲
感受，教师可引出歌词。）

3、幼儿与教师一起学唱衬腔词：普噜噜噜噜、啪啦啦啦啦、
噌楞楞楞楞、呛啷啷啷啷啷。

4、幼儿听伴奏再次学唱衬腔词，并与教师合作演唱（教师唱
前面三句歌词，到衬腔“普噜噜……”请幼儿帮唱）。

5、请助理教师演唱《左面是黄河右面是山》，幼儿与教师一
起唱帮腔“噢哟”。

6、小结：我们今天听的这类歌曲演唱叫“花儿”。“花儿”
是少年的意思。“花儿”是一种山歌，也叫“山曲”、“野
曲”，是西北独特的一种民歌，有对唱、领唱、齐唱等情势。
“花儿”主要流行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广大
少数民族地区。

7、播放mtv，完全欣赏歌曲。

1、播放mtv让幼儿再次欣赏“花儿”《左面是黄河右面是
山》。

师：我们上一次唱了故乡的黄河和山，故乡还有很多的特产、
小吃，让我们都来夸一夸。

2、出示牛肉面的图片，请幼儿根据已有经验并结合图片从色
彩、味道、品种、外形几方面讲一讲牛肉面。



3、重点引导幼儿从色彩进手创编，如辣椒红，蒜苗、香菜绿，
萝卜、牛肉面白等。

4、教师做填词范唱：红红的辣椒（嘛）噢哟。

5、与l导幼儿尝试填词并演唱。

如：绿绿的香菜（嘛）噢哟；白白呀萝卜（者）香呀；牛肉面
（者）好吃（嘛）噢哟。

6、教师整理歌词与幼儿一起演唱。（请一名老师伴奏）

7、小结：小朋友们刚才编的词很有特点，用歌声唱出了我们
故乡兰州的美丽。

1、出示故乡的特产葫芦，教师简单示范演奏方法。

让小朋友用葫芦当乐器为“花儿”伴奏。

2、请幼儿自由选择角色，分4组进行表演。3个小组幼儿演唱
花儿（其中一组唱词、一组帮腔、一组衬腔），1个小组幼儿
伴奏。给部份男孩戴上小白帽。

3、幼儿分小组练习，教师指导后，幼儿按角色整体表演唱2
遍。

4、幼儿分男女情势进行对唱，部份幼儿继续伴奏。

在音乐天地投放演唱“花儿”的服装及道具，如：头巾、扇
子等，让幼儿自己学习合作表演。

幼儿园大班教案篇二

1、感受乐曲的欢快与活泼，乐意运用身体动作感受2/4音乐



的渐慢与渐快。

2、学习传帽游戏，根据渐快的音乐节奏掌握传帽的方法。

3、会互相合作及配合游戏，体现集体游戏的快乐。

1、音乐帽子若干

2、大鼓

（一）幼儿用身体动作感受音乐的旋律，节奏。

1、向老师问好。

2、玩送帽子的游戏，用身体动作感受音乐节奏。

3、引导幼儿欣赏和区分渐快和渐慢的音乐节奏。

有些什么变化呀？看谁长着一双会听音乐的耳朵。（前面是
越来越慢，后面是越来越快）对拉，越来越慢我们叫渐慢，
越来越快叫什么啊？（渐快）真聪明。

4、听儿歌玩游戏，学习围亲密的小圆圈。

5、听音乐找好朋友跳舞，会听渐慢的音乐围圆圈。

6、学习玩传帽游戏

7、听渐快的音乐节奏玩传帽游戏。

（玩两次，增加几顶帽子）

8、完整的做传帽游戏。

9、邀请老师玩传帽游戏。



（邀请老师玩两次，不断增加帽子）

10、小结：今天我们学了一个什么游戏啊？回去可以教你的
爸妈，弟弟妹妹们玩。我们出去玩游戏吧，和老师再见。

幼儿园大班教案篇三

1、上一次我们请小猫到我们班来做客，谁还记得它是一只怎
样的小猫？

（回忆故事，引入话题）

师：就要上小学了，拖拖拉拉的习惯可不好，早睡早起才会
身体好，才会更有精神学习。

2、它今天上学又迟到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出示第1
张幻灯）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帮助他快快起床吗？??生活中很
多人都喜欢用闹钟来叫自己起床。

二、欣赏歌曲、学唱歌曲

1、完整欣赏1遍录音。（初步感知歌词）

提问：你们听清楚小闹钟是怎样唱歌的？

2、再次倾听1遍录音。（熟悉歌词，解决第一遍中没听清楚
的乐句）

3、老师学小闹钟唱歌（教师演唱，激发幼儿学唱兴趣）

4、集体学小闹钟唱歌（幼儿跟唱练习唱）

师：学会小闹钟的起床歌，我们就可以一起唱给小猫听，催
它快点起床上学去了。



5、大闹钟唱歌（变换形式跟唱，为幼儿练习创设情景、提供
机会，同时指导幼儿边随音乐节奏走边唱歌曲，为后面轮唱
游戏做铺垫）

三、轮唱歌曲

1、大闹钟的歌声真好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猫现在起床了
吗？（出示第3张幻灯）还是没起床，真是个磨磨蹭蹭，不知
道早睡早起的小猫，看来我们需要用两个闹钟来催催它了。

2、两个闹钟可以怎样唱歌呢？（让幼儿讨论，给幼儿探索的
空间）

3、教师与个别幼儿示范。（通过示范，引导幼儿发现轮唱的
真正含义）

师：就是一遍接着一遍的催它快一点是吗？这个办法好。谁
先和我试试看？

提问：我们是怎样唱的？有什么秘密吗？

师：第一个闹钟先唱，第二个闹钟晚一点在唱。在第一个闹
钟唱完一句“快快起床”的时候第二个闹钟再从开始唱。

4、幼儿尝试轮唱。重点指导：两个闹钟不要变成一个闹钟。

5、两个小闹钟一个接一个地响，就像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催着
小猫弟弟。它终于起床了，准备上学去了。

四、游戏结束

1、我们小朋友也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可不能像小猫一样，养
成拖拖拉拉、不早睡早起的坏习惯，不然上学可能就会迟到
了。你们有这样的坏习惯吗？（没有）



2、起床游戏??尝试用轮唱的方法叫本班幼儿起床。

??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个游戏，看看你们是不是一听见
小闹钟唱完起床歌就起床了？谁来试试看？??我们应该怎样
叫他起床？（替换歌词）??反复游戏结束。（本环节主要意
在把音乐作品同生活联系起来，使小朋友经验迁移。从而养
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为适应小学生活做准备。）

幼儿园大班教案篇四

学唱童谣《喇叭花》，并初步尝试和同伴用不同的歌唱形式
来演唱歌曲。

一、一年四季花真多

重点：能跟着节奏念沪语儿歌。

一年四季的花真很多，那你们都认识这些花吗？

那我们用上海话来介绍介绍四季的花吧！

二、喇叭花开嘀嘀嗒

重点：学唱歌曲，尝试和同伴合作用不同的歌唱形式来演唱
歌曲。

今天我也来介绍一种夏天的花，请你来听听是什么花？

我介绍的是什么花呀？对，喇叭花就是牵牛花，那为什么小
朋友都喜欢叫它喇叭花呢？（摘句练唱）

这是一首北京的童谣，什么地方听上去有京味儿？

还想要多一些喇叭花吗？那我们再来试试。



谁愿意来跟我一起来把这首歌唱得更有趣，谁愿意来和我一
起来完成？

我们刚才用了什么办法让这首歌更有趣了？

那你们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吗？快找个朋友试试你们的好办
法吧！（幼儿排练不同歌唱形式）

幼儿交流和分享

三、早起锻炼身体好

重点：能跟着节奏模唱歌曲《跟我做操》。

瞧！喇叭花的小喇叭一吹，小朋友都起床了，早早地来到草
地上锻炼身体，我们也去锻炼锻炼吧！

孩子们通过主题活动发现夏天的花很少很少，所以特别关注
夏天的花。因此，陈老师就用了一首《喇叭花》来开展活动。
在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合作创造了歌唱的形式，并且尝试了
接唱、领唱、齐唱等等。那么，老师们是怎么理解的？大家
可以根据下面的问题来进行探讨。

1、《喇叭花》的素材特点有哪些？

2、本活动课件对完成教学目标有什么作用？

3、活动中多种演唱形式对幼儿歌唱能力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幼儿园大班教案篇五

1.辨别不同乐器声音做不同动作;

2.辨别强弱做不同反应动作;



3.复习《芦笛舞曲》，根据音乐性质区分aba段并区分强弱。

二、正题欣赏

1.通过回忆阿拉丁的故事引出课题。

3.第二遍欣赏(配解说)，幼儿再次验证自己听到的音乐形象
是否准确，是通过哪种性质的音乐来表现的;分别用了哪些乐
器;有什么样的效果。

4.第三遍欣赏，听音乐用自己不同的动作辨别音乐中的强弱
变化，区分乐段，区分想象不同的音乐形象。

5.互动环节。让幼儿分段感受音乐，并自由想象表现美丽公
主、凶恶的贾方、骆驼商人、乞丐、艺人等形象。

6.第四遍完整欣赏，幼儿自由选择能表现不同音乐性质、音
乐形象的乐器，随音乐演奏1-2遍。

三、结束活动

1.教师简单介绍音乐的作者，创作背景以及相关知识。

2.游戏“巨人和矮人”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