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汇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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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
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一

1、学会用速度、力度、音色的明显变化较完整、连贯、准确
地演唱歌曲。

2、能根据不同的角色形象，用不同的演唱方法表现歌曲的不
同情绪。

3、感受歌唱活动中的不同唱法所带来有趣、活泼、诙谐的氛
围，体验歌唱活动的快乐。

重点：学会用速度、力度、音色的明显变化较完整、连贯、
准确地演唱歌曲。

难点：能根据不同的角色形象，用不同的演唱方法来表现歌
曲不同的情绪。

1、知识经验：能熟悉、熟唱歌曲；知道不同体态、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的人，他们说话的音色和节奏是有区别的。

2、物质材料：音乐vcr，胖青蛙、瘦青蛙、国王青蛙、公主青
蛙、老青蛙、婴儿青蛙头饰若干，多媒体设备，教学课件，
一体机音箱1个。

1、激发兴趣。游戏一：《快乐的小青蛙》，用多媒体播



放vcr《小青蛙》，幼儿边长边表演，表现出小青蛙活泼、快
乐的而情绪。能用较自然的声音歌唱，注意唱准附点音符和
休止符。

2、 发声练习。游戏二：《我是一只青蛙》。师幼以对唱的
方式，模仿唱出不同青蛙形象（小青蛙、老青蛙、奥特曼青
蛙、青蛙公主、青蛙国王）的叫声。

我 是 一只 *青 蛙， 我 会 怎样 叫？

呱呱 呱， 呱呱 呱， 呱 呱 呱呱 呱，

3、演唱歌曲。

游戏三：《百变歌王》。教师演示课件，逐一出示不同角色
形象（正常青蛙、饿、着急、哭、累、吃辣椒的青蛙、）的
青蛙，幼儿根据课件提示，学习用不同的音色或者节奏流畅、
完整、准确地演唱歌曲。并尝试通过改变音色或节奏来表现
歌曲不同的情绪。

4、拓展延伸。

游戏四：《青蛙王国合唱团》，教师扮演国王，幼儿可根据
提供的头饰，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歌唱，体验一首歌曲
多种情绪的乐趣。

《纲要》中曾指出“儿童是在主动获得经验的过程中，形成
和发展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与非语言的表达和表现方
式。”在日常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我们班的孩子在
学唱歌曲的时候，对于节奏的把握有时比较模糊。

这让我想到，其实音乐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歌曲的教唱、
律动表现、乐器演奏等等内容，节奏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也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班幼儿来说，掌握一些简单的音



乐符号，一方面帮助幼儿解决自身的音乐表现能力，另一方
面也为他们更进一步的欣赏感受音乐作好基础。于是，结合
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了这次以节奏为基础，渗透简单
的音乐常识的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能围绕感知休
止符到实践体验运用休止符这两个重点内容展开，通过几个
不同的环节，层层递进，帮助孩子们感受休止。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二

1.幼儿感受4/4拍乐曲的节奏变化。

2.愿意用肢体动作表现青蛙跳舞的模样。

3.喜欢并乐意参加音乐活动。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体验歌唱活动带来的愉悦。

音乐，青蛙相关动画，幼儿自制头饰、胸饰

一、经验回顾与提升

1、最近，我发现你们都穿上了短袖，为什么呀？

2、原来春天已过去，夏天来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你们
还从哪些地方找到了夏天？

3、播放动画，幼儿回忆蝌蚪变青蛙的过程

4、看动画，讲讲青蛙在干什么？

5、邀请小朋友参加青蛙音乐会。

二、听音乐，幼儿感受乐曲的节奏变化。



2、有些青蛙唱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到它这儿就停一下

3、又有些小青蛙想参加它们的排练

4、它们要排队形了

三、音乐会除了唱歌还有什么节目？

你们喜欢小青蛙吗？今天我们也来扮演青蛙，跳个青蛙舞好
吗？

边听音乐边自编青蛙动作，合着音乐节奏，以荷花姐姐的角
色加以指导。

四、夏天到了，你们再回家找找还有哪些动物也出来了呢？
下次我们再来研究好吗？

《纲要》中曾指出“儿童是在主动获得经验的过程中，形成
和发展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与非语言的表达和表现方
式。”在日常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我们班的孩子在
学唱歌曲的时候，对于节奏的把握有时比较模糊。这让我想
到，其实音乐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歌曲的教唱、律动表现、
乐器演奏等等内容，节奏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也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对于中班幼儿来说，掌握一些简单的音乐符号，一
方面帮助幼儿解决自身的音乐表现能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
更进一步的欣赏感受音乐作好基础。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三

设计意图

《小青蛙》是选自福建省中班领域教参里的一首歌曲，其词
曲天真活泼，难度适中。整个活动以“猜猜虫子躲在哪”的
猜测游戏中享受找到虫子的惊喜，并学习歌曲。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轻松活泼的意境，尝试用歌声表达小青蛙快乐逍
遥的心情。

2、能调动情感和想象投入“找害虫”游戏中，并根据指令要
求回到原位。

3、体验猜测虫子的乐趣和猜测成功的喜悦。

4、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1、歌曲音乐《小青蛙》。

2、布置三个草地，草地里藏着自制的小虫子。

3、写着号数的小杯子5个，虫子造型的糖果若干。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歌曲。

1、提出“咕呱”叫声，引起幼儿对青蛙角色的猜想。

2、完整清唱歌曲，让幼儿初步感受歌曲及歌词内容。

二、提出练习找虫子技能的游戏情景，在游戏的过程中初步
习得歌曲。

1、提出练习“找虫子”的游戏情景。



2、和幼儿一起玩“找虫子”的'游戏3―5遍。

3、根据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歌唱的情况解决重难点问题。

三、增加游戏挑战，引出三块草地的游戏情景，请幼儿在游
戏过程中进一步学习歌曲，并有感情的演唱。

1、讲解玩法，提出要求。

2、跟唱歌曲，学习捉虫。

3、反思游戏，再提要求。

四、引出“快乐逍遥”的歌词，并请幼儿进一步理解和体验，
有感情的演唱。

活动反思：

《纲要》中曾指出“儿童是在主动获得经验的过程中，形成
和发展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与非语言的表达和表现方
式。”在日常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我们班的孩子在
学唱歌曲的时候，对于节奏的把握有时比较模糊。这让我想
到，其实音乐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歌曲的教唱、律动表现、
乐器演奏等等内容，节奏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也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对于中班幼儿来说，掌握一些简单的音乐符号，一
方面帮助幼儿解决自身的音乐表现能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
更进一步的欣赏感受音乐作好基础。于是，结合中班幼儿的
年龄特点，设计了这次以节奏为基础，渗透简单的音乐常识
的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能围绕感知休止符到实践
体验运用休止符这两个重点内容展开，通过几个不同的环节，
层层递进，帮助孩子们感受休止。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四

1、最近，我发现你们都穿上了短袖，为什么呀？

2、原来春天已过去，夏天来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你们
还从哪些地方找到了夏天？

3、播放动画，幼儿回忆蝌蚪变青蛙的过程

4、看动画，讲讲青蛙在干什么？

5、邀请小朋友参加青蛙音乐会。

二、听音乐，幼儿感受乐曲的节奏变化。

？――？――？――？――

2、有些青蛙唱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到它这儿就停一下

？――0――？――？――

3、又有些小青蛙想参加它们的排练

？―？―？――？――？――

？？？？？――？――？――

4、它们要排队形了

？？？？0――？――？―？―

三、音乐会除了唱歌还有什么节目？

你们喜欢小青蛙吗？今天我们也来扮演青蛙，跳个青蛙舞好



吗？

边听音乐边自编青蛙动作，合着音乐节奏，以荷花姐姐的角
色加以指导。

四、夏天到了，你们再回家找找还有哪些动物也出来了呢？
下次我们再来研究好吗？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幼儿园中班教案 | 幼儿园中班教
学计划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五

1.感受乐曲跳跃欢快的情绪，结合乐器打击乐曲的节奏。

2.能合拍地模仿青蛙蹦跳的动作。

3.知道青蛙是庄稼的好朋友，应该保护它们。

1.青蛙头饰人手1个、节奏图谱2张、儿歌图谱1张、彩虹伞1
个。

2.音乐《青蛙》、录音机。

3.小鼓一面;鱼蛙鼓人手一个。

一、导入活动

1.拍一拍节奏。

2.唱一唱节奏。

师：哇，节奏拍得真好!小朋友，你知道小鸭是怎样叫的?我
用鼓敲出小鸭叫的节奏，请小朋友学小鸭叫唱出来。(嘎嘎|
嘎嘎嘎)那小猫是怎样叫的'?(喵喵|喵喵喵)还有一个小动物，



请你猜猜他是谁?身披绿棉袄，唱歌呱呱叫,田里捉害虫，丰
收立功劳。太棒了，小青蛙怎样叫的?听我敲出节奏，请你学
小青蛙叫唱出来!

二、探索青蛙的叫声及动作

1.出示图谱，练习节奏型。

师：小朋友们听鼓声练节奏练得真好，瞧，小青蛙们排着队
来啦!(出示青蛙唱歌的节奏图谱)看着图谱能不能唱出节奏
来?这些小青蛙是一样的吗?哪里不一样?两只青蛙是连在一起，
它表示的节奏有什么不一样呢?来唱一唱，(呱、呱、呱呱呱)
加上动作练习一遍。

2.师：(出示青蛙跳水的节奏图谱)这群小青蛙在干什么?(跳
水)跳到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用咚的音来唱出节奏。跳水
的青蛙哪里不一样?这两只小青蛙在一起表明这个节奏是怎样
的?要快一些，来，我们练习一遍。小青蛙是怎样跳下水的?
带领幼儿边唱边跳出节奏。

3.游戏：看谁反应快。

(1)出示任一节奏图谱，幼儿唱出来，看谁反应快。

(2)用小小的声音唱一遍;用大大的声音唱一遍;我们站起来唱
一遍。

三、引导幼儿看图谱说儿歌

1.出示图谱，讨论说儿歌。

(1)出示图谱，师：老师今天带来一张很特别的图谱。图谱上
面有什么?里面藏着一首儿歌。你能说出来吗?(指图谱)教师
指着图和字示范说出第一句“一只青蛙，跳回家”。继续指



着图和字，第二句怎样说呢?“两只青蛙，跳回家”。读出节
奏图：咚咚咚咚咚。看，最后这句比较难的哦，“一只、两
只、三只、四肢、噗通、噗通跳回家”。同样的方式引导幼
儿完整说出儿歌。

(2)集体说一遍儿歌。

师：哇，你们太棒啦，掌声鼓励一下自己!来，我们试着看图
谱表演一遍儿歌。说儿歌时，我们就拍手，当说到咚咚咚和
呱呱呱时，我们就用加上身体动作来表演。

2.引导幼儿听音乐看图谱说儿歌。

(1)欣赏音乐，师：老师还带来一首很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
来欣赏。

(2)讨论：你喜欢这首音乐吗?听了这首音乐你有什么样的感
觉呢?我们配合着音乐把儿歌说一遍吧，来，试一试!引导幼
儿随着音乐说儿歌1-2遍。

四、引导幼儿用乐器演奏

1.认识乐器，探索乐器的演奏方法。

(1)师：看，认识吗?看看它像什么?(小鱼)形状像小鱼却能发
出青蛙的声音，所以叫它鱼蛙鼓。下面要请大家试试看，怎
样演奏鱼蛙鼓?请每个小朋友来取一个鱼蛙鼓和一根小棒，男
小朋友到我左边的筐子里拿，女小朋友到我右边的筐子里拿。

(2)讲解演奏的方法。讨论：你是怎样演奏鱼蛙鼓的?请个别
幼儿演示。引导幼儿一起学习敲鱼蛙鼓，同时嘴里说节
奏“咚咚咚咚咚”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演奏鱼蛙鼓?怎样可以发
出青蛙的声音呢?引导幼儿学习滑奏的方法：一手握住鱼蛙鼓，
一只手拿小棒，从里向外划一下，再从里到外划第二下。同



时嘴里说节奏“呱呱呱呱呱”!停止演奏的时候，两只手各拿
着乐器分别放到两条腿上。

2.看图谱说儿歌，演奏鱼蛙鼓。

师：我们用鱼蛙鼓伴奏说儿歌吧?说儿歌的时候，小朋友的声
音要响亮整齐，鱼蛙鼓放在腿上不演奏，说到“咚咚咚”的
时候，我们敲鱼蛙鼓;说到“呱呱呱”的时候，我们用小棒滑
奏鱼蛙鼓。

3.听音乐打击乐曲节奏。

(1)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说着儿歌来演奏一遍.

(2)根据情况进行总结。引导幼儿再来表演一遍。

五、游戏：青蛙回家

1.幼儿戴青蛙头饰做游戏。(出示青蛙头饰)请小朋友把乐器
放回小筐里。每人来拿一个青蛙头饰戴到头上。呵呵，变成
可爱的小青蛙了!(出示彩虹伞)来，把彩虹伞铺平，这是什
么?对，就是一个大池塘喽。我们一起到池塘边去玩吧!一起
说儿歌，做动作，当唱到“跳回家”时，小青蛙一起跳进池
塘里。

2.听着音乐进行第二遍游戏。

(1)讨论：小朋友，你喜欢青蛙吗?为什么喜欢它呢?我还带来
一段青蛙的视频，请大家仔细的看哦!

(2)引导幼儿欣赏青蛙的视频。

(3)讨论：青蛙有什么本领?我们怎样对待青蛙呀?走，小青蛙
一起跳着出去玩喽!播放音乐，师幼学青蛙跳走出。



幼儿中班青蛙音乐活动教案篇六

1、感受歌曲风趣、活泼的情绪，享受歌唱活动的快乐。

2、借助图谱学唱歌曲，尝试创编动作来表现茶壶的形象。

白板课件一份，小茶壶头饰等。

（一）观看课件，引出主题。

1、“今天，我们小3班来了一位小客人，看，它是谁？”
（小茶壶）

“我们来听一听小动画里是怎么介绍小茶壶的。”“小茶壶
好玩吗？”

2、“恩，真是一只神奇的小茶壶，它呀不仅会变魔术，它还
会唱歌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二）欣赏歌曲，掌握歌词。

1、欣赏歌曲一遍（电脑），提问：

“小茶壶它唱了什么？”（幼儿说到什么，教师就出示相应
的歌词图谱，并学念歌词）

2、边看图谱边欣赏歌曲（教师）

*“小茶壶呀唱得真好听，老师呀也想来唱一下，请你们边听
边想它每一句唱了几遍。”（教师把图谱补充完整）

*“请你们边看着图谱边跟着琴声唱一遍。”

（三）学习歌曲，创编动作。



1、“你们想不想也来当小茶壶，来唱一唱。你能用身体动作
来表示壶柄和嘴吗？”（幼儿歌唱一遍）

2、“刚才老师看到一些小朋友表演的把手和壶嘴很可爱，小
茶壶不是会变魔术吗，谁再来变个魔术，变出不同姿势的把
手和壶嘴，好吗？” （表扬创编动作的幼儿）

3、“我们的小茶壶变了这么多不同的造型，我们来请这些小
茶壶给大家表演。”（请个别幼儿歌唱第二遍）

（四）游戏活动，大胆表演。

1、“好，小茶壶休息一下。哎，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来当
小茶壶，我来当茶杯。你们一边唱一边表演，唱得好听的，
我就知道你的水烧开了。注意哦，倡导最后一句冲茶啦，你
的茶壶姿态保持不动，我就来喝你的茶，你再来倒给我
喝。”

2、师幼进行游戏。

3、小茶壶们，水都倒完了，我们去加点水好吗？（结束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