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实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篇一

“你是爸爸，爸爸不抱宝宝，妈妈抱宝宝。”晨晨说着，便
伸手去接庭庭怀中的娃娃。“我是妈妈，是妈妈！”庭庭说
着，双手更紧地抱着娃娃。“我抱一下，抱她吃药。”晨晨
不再争抢娃娃，—副商量的语气在同庭庭协商着。“我是妈
妈，妈妈喂宝宝吃药。”庭庭边说边煞有介事地拿起桌上的
小勺，摆出喂娃娃吃药的架式，不再理睬晨晨。他一手抱着
娃娃，一手拿着小勺，嘴中念念有词：“不苦，这是果汁。
吃药就不打针了。”此时，晨晨插进话来：“爸爸下班啦，
爸爸亲亲宝宝。”说着，再次伸出手抱宝宝。“爸爸下班啦，
妈妈去做饭。”庭庭说完，将娃娃递给晨晨，拿起一把刀做
起饭来。庭庭“妈妈”很专注地又是切菜，又是煮饭，晨
晨“爸爸”抱着娃娃在旁边督阵，真是一派和谐的家庭气氛。

反思：

此一幕使我们看到了3——4岁孩子同样也会逼真地做家务，
演绎着家庭和谐的氛围。在模仿中孩子体验了游戏的快乐。
随着孩子感觉经验的丰富，他们在游戏中从不会交往发展到
能互相协商、协作。教师此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当看到幼儿
出现争抢娃娃时，并不急于介入，留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
空间与机会，以欣赏的态度看到孩子的进步与发展，并感到
由衷的高兴。



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篇二

1、感受乐曲中的“重音”和“延长音”，想像并用肢体动作
有节奏地表现乐曲内容。

2、喜欢参与音乐游戏，尝试用幽默、诙谐的动作表现乐曲内
容。并在此游戏过程中体验快乐。

教学过程：

白雪：“狠毒的皇后太可怕了，今天我不想一个人在家，我
能跟你们一起上山劳动吗？”

小矮人：（幼：“好吧！”）

小矮人，四个、五个、六个小矮人，许多小矮上山劳动，多
么快乐呀！（歌曲《印第安人》改编）

vcd故事知道小矮人在挖水晶或挖宝石。）

小矮人用力在挖水晶的声音？”（完整欣赏乐曲。）

白雪：“谁能模仿小矮人挖水晶的声音？小矮人每次找到水
晶都挖了几下？”

了让别人给挖走了。”

白雪：“小矮人挖了很多的水晶，会用什么工具将它藏进山
洞呢？”（ 幼：用小推车把水晶运进山洞。）

白雪：“谁的力气大?请你来表演推很重的小推车。”

白雪：“我们来听听音乐中哪个音特别象是在推很重的小推
车？”（听音乐）



白雪：“谁听到了推很重小推车的声音，请你来模仿推车的
声音？”

白雪： 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音像是小矮人在推车呢？
（幼：“因为这个音拉得很长”。）

白雪：“瞧，刚才我们挖了这么多的水晶，我们先用小推车
把水晶运进山洞吧！”（听

音乐打节拍，进行到“重音”和“延长音”。时用节奏动作
表现）

注：通过以上环节分步骤，让幼儿通过多种感官深刻地感受
乐曲中的“重音”和“延长音”。并结合游戏所创设的情景
通过声音、动作、等多重的形式表现了自己对“重音”
和“延长音”，的理解，解决感受乐曲中的“重音”和“延
长音”的重难点。

就能挖到更多水晶。‘藏宝图’上的脚印表示什么？”（幼：
“小矮人在走路”）“一个脚印表示走一步。我们也来试试
吧！”（幼儿在座位上脚踩节奏模仿。）

注：强调小矮人走路时要有节奏，因为幼儿在游戏时往往只
重视表现“重音”和“延长音”而轻视了走路时也要有节奏。

哪里该将水晶运回山洞， 秘密就藏在刚才那首音乐里。

白雪：（出示教师事先设计好的“重音记号”和“延长音记
号”） 我这有两种记号，猜猜那种是“重音记号”那种
是“延长音记号”。

白雪：“我们听音乐合作，你们听到‘重音’‘延长音’马
上模仿它的声音提醒我，我立刻在‘藏宝图’的空白出贴上
相应的记号。把‘藏宝图’的秘密找出来。有信心完成任务



吗？”（师幼合作填补图谱）

注：以找‘藏宝图’的秘密为由，激发幼儿活动兴趣。听音
乐合作填补图谱，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理解乐曲结构与图谱
的匹配。“重音记号”和“延长音记号”教师可课前设计好，
也可根据需要让幼儿来设计。

白雪：“一天，小矮人快乐地上山挖水晶。准备——出
发......”

注：放慢速度哼唱是因为幼儿理解乐曲结构与图谱的匹配时
需要一个反映的过程。

白雪：“现在小矮人要跟着音乐出发，速度会变得更快。准
备——出发......”

四）引导幼儿看图谱，发现图谱中每一乐段 “延长音”记
号“逐一增多”的规律

白雪：“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小矮人每一次挖到水晶时推车
的次数都不一样，你们

发现这里面的规律了吗？”

白雪：“为什么延长音要一次比一次多一个呢？”
（幼：“因为水晶越来越多，需要的车也越来越多。

所以延长音要一次比一次多一个”。或车上的水晶越来越重，
所以延长音要一次比一次多一个。”）

注：这一步骤的设计整合了科学领域中的计算内容“逐一增
多”，既发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同时又帮助幼
儿理解了音乐的曲式结构——比较四个乐段中的旋律和节奏
的异同。



五、游戏：幼儿用肢体语言有节奏地表现想像中乐曲所表现
的内容。

白雪：“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中的小矮人一起去挖水晶去
吧！”

注：幼儿徒手有节奏地练习，为下一环节的表演打基础。

1、引导幼儿选择适合的工具用相应的滑稽的动作表现使用工
具。

劳动工具。如：扫把、锤子、铲子、镐子等。）

动作，（如白雪：“我发现前面后、左、右、上、下岩石缝
里有水晶，我们选择一把好用的工具把它挖出来呢？比比谁
的动作更搞笑、有创意。”）

注：幼儿使用利用自制的废旧材料劳动工具，游戏起来特别
感兴趣。想像水晶藏在我们周围的各个空间方位的岩石里，
丰富幼儿的空间动作。

白雪：“你们喜欢谁的动作，为什么？”（引导幼儿从动作
的创意、夸张、表情来评价。）“我们一起来学学。”

注：适时提供幼儿间的相互学习的机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比谁的动作最滑稽哦。”（教师哼唱，请几个幼儿来表演）

注：重视幼儿个性化的发展，

白雪：拿上工具我们继续挖水晶吧！

白雪：“今天我们挖的水晶真多，晚上我给你们做‘苹果
派’吃，快收拾好东西我们回家吧！”（大家排着整齐的队



伍唱着歌回家了）唱：“一个、两个、三个小矮人，四个、
五个、六个小矮人，许多小矮人劳动回家，多么快乐呀！”

听音乐：请四个幼儿来表演小矮人推车的情景，（第一乐句
请一人推车，第二乐句时加一人帮忙推，依次类推）其他幼
儿表演小矮人走路和挖水晶的情景。按音乐的发展，一组在
表演时另一组保持造型不动。

注：发展幼儿的注意力和控制能力，增添游戏的情趣。

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篇三

1.熟悉角色活动区的环境及规则，能够遵守规则与同伴友好
相处。

2.喜欢扮演熟悉的角色，知道角色名称，模仿基本的动作。

3.游戏中有简单的角色语言和行为。

4.培养幼儿清楚表述和大胆表演的能力。

5.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的相互配合。

重点难点

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和关系及游戏中简单的角色语言和
行为。

活动准备

准备材料和道具，例如布置有小床、沙发的起居室，娃娃、
爸爸（夹包）、妈妈（围裙）、爷爷、奶奶、的头套、拐杖
等。



活动过程

在角色活动之前，我精心布置了娃娃家的环境，用纱窗把娃
娃家布置得温馨而漂亮。在这个“家”中，有沙发、桌椅、
小床、电视等家具，床上有娃娃在睡觉。在娃娃家的一角，
布置了厨房用品：锅碗瓢盆、橡皮泥做得各种面点、彩色纸
做得各种蔬菜等。

孩子们选择好了角色都进入到区域中开始活动了，彬彬扮演
娃娃家的爸爸，他在家里看着报纸，顺顺和乐乐扮演着娃娃
家的爷爷和奶奶，露露则穿上了妈妈的围裙像模像样地在厨
房里忙着。开始的几分钟里，孩子们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玩得很高兴，可时间稍长一点，有的孩子表现出厌倦的情绪，
彬彬扔下报纸出门了。在各个区域里转来转去，顺顺和乐乐
手拉着手旁若无人地在客厅里跳起了舞。露露则在厨房里乐
此不疲地忙着做饭，娃娃被扔在了一边，无人照管。

这时，老师走进了娃娃家说：“我是爸爸的朋友，来看望爸
爸的，爸爸去哪了？”正在跳舞的顺顺和乐乐听到问话，停
止了跳舞，赶紧过来接待“客人”。“爸爸”彬彬听到问话
也急忙跑回了娃娃家，“客人”把娃娃抱起来说：“呀！孩
子好像有点发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娃娃家的几个人
都围到了娃娃身边，有的倒水，有的找药，正在做饭的妈妈
也跑进屋里抱起娃娃。

老师看孩子们又重新投入到游戏中，说：“娃娃吃了药，让
她睡会吧，要好好看着点，要是继续发烧可要及时送医院啊！
你们谁来照顾孩子呢？”“爷爷”说：“妈妈照顾孩子
吧！”于是，“奶奶”主动去做饭，“爸爸”忙着招待客人。
孩子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角色中，继续开始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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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篇四

娃娃家”是小班幼儿来幼儿园玩角色游戏的第一个主题，是
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最喜欢的主题。但由于幼儿经验缺失，幼
儿在为玩游戏时经常出现游戏情节单一，重复性动作多，游
戏时间持续较短等问题。

本次幼儿的游戏水平比前两次提高了许多，首先，幼儿的角
色意识增强了，不管是扮演爸爸的还是扮演妈妈或者客人的，
他们抱宝宝、喂宝宝的姿势都更有样子了，而且基本上懂得
自己的任务。其次，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用礼貌用语进行对
话，并能在老师的提醒下收拾玩具材料。

但是也发现了些许问题，由于老师的语速偏快，幼儿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听不清楚问题；辅助材料不够多；在用礼貌用
语问好的时候可以引导每个角色的幼儿都可以进行问好，让
幼儿都能充分运用到礼貌用语。

在以后的角色游戏中，我将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让幼儿在游戏中发挥自己的职责，体验游戏的快乐。

小猪音乐活动教案反思大班篇五

一、导入：

创设游戏化情境，幼儿跟随音乐做热身律动。

二.、展开：



1、教师讲述《小老鼠和泡泡糖》的故事

教师有声有色地讲述音乐情节中得故事，使幼儿对音乐内容
有所感知与了解。

故事内容：

有一只小老鼠，在妈妈睡午觉的时候，悄悄地溜出去玩。它
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到了
草地上，小老鼠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粘糊糊的东西。它不知道
这是泡泡糖，于是赶紧用手去拽，呀！泡泡糖又黏到了手上，
它用另一只手去拽，又黏到了另一只手上，拽来拽去，泡泡
糖像根绳子一样把小老鼠捆了起来。这时，一只猫冲了过来，
小老鼠像个球似的滚回了家去了。

2、引导幼儿探索表现小老鼠的动作

（1）师：小老鼠跑出去玩，它是怎么跑的呀？

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在座位上做动作。

（2）提问：小老鼠跑到草地上玩，它踩到了什么？

泡泡糖小朋友都吃过，泡泡糖是很粘的，它要是粘在了身上，
可是不容易弄下来的，小老鼠踩到泡泡糖是怎样做的？我们
一起来学一学。

3、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做动作。

4.、幼儿自主探索泡泡糖黏在身上的动作

教师及时指导，引导幼儿夸张的把动作表现出来。

5.、请一名幼儿与教师合作表演泡泡糖粘到身体不同部位后
拽泡泡糖。



师：老师手上也粘到了一个泡泡糖，谁想来和老师一起玩一
玩？

6.、幼儿分组练习动作。

幼儿之间合作做动作，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规范动作并
引导幼儿夸张的表现出来。

7.、播放音乐，引导幼儿初步感受音乐

师：现在请小朋友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就是告诉我们小老
鼠和泡泡糖的故事，请你们在座位上按故事情节把它表现出
来吧。

8.、跟随音乐，师幼共同表演音乐游戏

（1）第一遍：幼儿与教师一同听音乐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
跟随音乐的节拍，并把拽泡泡糖然后又弹回来的动作夸张地
表现出来。

（2）第二遍：教师提醒幼儿在游戏中注意，泡泡糖弹回来时
可粘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如：胳膊上、腿上、脚上、脸上。

（3）第三遍：教师一边放音乐，一边讲故事，并加上猫咪冲
出来的情节，增加活动的趣味性。猫咪出现后，教师带领幼
儿连忙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