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 幼儿园大班音
乐活动教案(汇总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一

在《河豚冒险记》这一活动中，我采用了游戏化的情境教学，
根据乐曲aba的三段体结构设计了一个关于河豚逃生的故事贯
穿活动始终，利用故事和道具创设情境，并在情境中运用游
戏引导幼儿感知音乐，进行游戏。大班幼儿以具体形象思维
为主，对抽象的乐段理解能力不强，在音乐活动中采用情境
教学法可以加强幼儿的学习和理解，同时提高幼儿的学习兴
趣。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因为游戏能带给幼儿以快乐，
并让幼儿在快乐中得到教育。

大班幼儿能分辨对比较为明显的乐段，他们喜欢节奏欢快热
烈的乐曲，根据这一年龄特点，我选择了让幼儿欣赏《挪威
舞曲》，它采用“aba”的曲式，乐段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节奏
欢快热烈，适宜大班幼儿欣赏。a段节奏欢快，旋律跳跃，合
着从容连贯的旋律线，形成了轻松安详的氛围；b段突然加快
速度，较强的音响使得段落之间对比明显，粗犷而富有激情，
形成了热烈的高潮，伴随着戛然而止的休止最后又回归到a段，
最后在宁静安详中结束。大班幼儿在轻易听辨区分aba三段体
结构的的基础上，还能更为细致地欣赏音乐的元素，因此我
将感受欣赏的重点聚焦在各段最具特征的.细节上，感受a段
旋律的断顿与连贯，用三段“线条舞”和吸-浮-躺三个动作
来表示，为了更好地感受b段的节奏型和休止，我采用角色游



戏，辅以语言提示来让幼儿更好地体验，感受其紧张热烈的
氛围。

河豚是一种很特殊的鱼类，它遇到危险会吸入空气浮上水面，
河豚吸气上浮的现象正体现了物体质量不变，体积变大，密
度变小这一物理原理。在活动中，我通过创设游戏性的情境，
引导幼儿在玩中学，自主发现这一物理现象。

1.在初步感知舞曲的结构和特性中认识河豚并知道其上浮和
下沉的原因。

2.在游戏中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a段旋律的断顿与连贯以及b
段的节奏型与休止符。

3.在体验与同伴一起游戏的快乐中萌发对音乐的喜爱之情。

经验准备：幼儿有绘画各种线条的经验

音乐、视频、河豚标本、鲨鱼头像，黑板、场景（水草丛-石
头山-贝壳屋）

一、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1.出示标本，观看视频。

师：你们认识河豚吗？在这条河豚身上发生了一个可喜可悲
的故事，请小朋友们来仔细看一看哦！

2.回忆视频，梳理故事

师：在动画片里你看到了什么？河豚为什么会飞起来？为什
么肚子变大了？为什么吸气？

师小结：是的，一条即将被煮的河豚看到厨师又是磨刀，又



是切菜，把它吓得肚子都鼓了起来，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大
得不得了。然后，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气，就像气球一样飞上
天啦，当它正得意的时候，灾难又一次降临“bong”，它撞到了
一把刺刀上，然后就开始漏气了，到处乱窜，最后还是落到
了地上。

3.故事后续

师：善良的厨师看见河豚这么想逃生，于是便把它放回了海
里。

二、分段感受音乐，进行角色游戏

a段：顺利逃生的河豚心里高兴极了，它心想：天呐！我真是
太幸运了，我要跳支舞蹈庆祝一下。

师：今天，你觉得小河豚会跳一支什么舞呢？如果让你的舞
蹈用一根线条来表示的话，你准备跳的是什么线条的舞？
（个别提问，教师提炼幼儿的回答并将其线条画出来）你想
跳什么线条舞，你来跳给大家看一看，老师把你的舞蹈画了
下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它柔柔的，就像波浪一样，我们就
叫它波浪舞吧！

1.尝试随乐动作，教师语言帮助

师：让我们跟着音乐来试一试新编的舞蹈吧！

2.自主随乐动作，教师角色介入

师：哇！你们的舞蹈真是太美了，老师也忍不住想参加了，
你们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师小结：哇！你们的舞蹈真是太优美了，跳累了吧，小鱼们
请回座位上休息一会儿了。



b段：跳完了美妙的舞蹈，小河豚在庆幸自己的同时它又在想：
要是下次再遇上敌人，我能不能还像上次一样幸运地得救呢?
河豚游啊游，突然，它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它的牙齿好尖，
一颗、两颗、三颗…妈呀！是鲨鱼！”鲨鱼看见了河豚，快
速的又追了上来，小河豚连忙藏在一片水草中，可是水草动
来动去，鲨鱼一下就发现了它；它赶紧趴到石头下面，没想
到它的尾巴露出来了，鲨鱼一口就咬碎了大石头；最后，河
豚只好钻进了贝壳里，谁知河豚太胖了，根本就钻不进去，
鲨鱼一个尾巴就拍碎了贝壳，小河豚被吓得四处逃窜。

1.教师提问，梳理故事情节

师：河豚躲在了哪些地方呀？

2.理解故事，感受音乐节奏

师：鲨鱼拼命地追着河豚鱼，小河豚赶紧藏在水草中。

3.角色分配，第一次尝试游戏，教师语言帮助

师：接下来老师来当大鲨鱼，你们就是小河豚。

4.第二次角色游戏，教师适当语言引导

师：小河豚们，刚刚的游戏好玩吗？想不想再玩一次？

5.教师小结，通过游戏感受音乐紧张的旋律

师：刚刚逃生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c段:河豚拼命地往前游，可是鲨鱼游得太快了，他一个猛冲，
差点就咬到了河豚的尾巴，小河豚被吓得猛吸一口气，这个
时候，你猜猜它的肚子会有什么变化?是的，他的肚子变得和
气球一样了，然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呀?小河豚肚子变大



之后便开始快速地往上浮，鲨鱼怎么也追不上它，小河豚再
一次幸运地得救了，它浮上了海面，一阵风吹来，浪花把它
卷到了岸边。（吸-浮躺，动作暗示）

1.教师提问，梳理故事情节

师:河豚有没有被鲨鱼抓到呀?

2.欣赏音乐，进行游戏

师:它真是一条幸运地河豚，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玩一玩。

师:玩得累吗?我们回座位休息一会吧?幸运的河豚再一次顺

利逃生了，你觉得它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结合图谱，完整欣赏故事

师：小河豚的经历真是有惊无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吧！

2.融入情境，完整游戏

师：小河豚逃生的故事有趣吗？让我们再来玩一玩吧！

四、活动延伸

师：小河豚终于顺利逃生了，现在它感觉有点累了，想回家
休息了，我们和客人老师说再见吧！

充分的活动准备为活动的成功开展提供了可能。我创设了海
藻、石头、贝壳这三个场景，增添了游戏的情境性和趣味性
我们。大兴的孩子对于河豚的认识大多仅限于电视、书本和
网络，缺乏直观经验，所以我准备了河豚的标本，让幼儿与
河豚亲密接触，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获得丰富的感
官经验。随后播放动画片，通过启发式的提问帮助幼儿梳理



知识，让他们明白河豚受到刺激会吸气，吸气之后会浮起来，
漏气了又会沉下去。最后，通过提问：猜猜河豚回到海里之
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巧妙地设下悬念，为“线条舞”埋下
伏笔。导入环节中幼儿通过多角度、多感官、多渠道地认识
河豚，为后面解决活动重难点做铺垫。但纵观整个活动，沉
浮的原理渗透得不够明显，我还需要改进。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二

幼儿扮演小鱼，教师扮演渔夫，音乐响起时小鱼在海中自由
游动，当歌曲唱至"看我钓到一条x鱼时"，被钓上的鱼儿跟在
教师身后有节奏的游动，直至歌曲结束句"看我钓到一条大白
鲨"全体幼儿蹲下，游戏结束。

一、熟悉歌曲旋律及歌词，初步学会演唱歌曲。

二、通过语言节奏帮助幼儿感受并学习前八后十六分音符。

三、喻快的参与游戏，享受歌唱带来的快乐。

1、物质准备：《钓鱼歌》多媒体课件、cd碟、投影设备、音
响设备、钓鱼竿、鱼儿头饰若干。

2、经验准备：幼儿有角色扮演的游戏经验。

1、听音乐做律动，初步感知歌曲钓鱼歌》

教师：宝贝们！看我们来到了海滩，这儿有好多好多的宝贝，
让我们去看看吧！

2、通过语言节奏，帮助幼儿感受并学习后十六分音符（难点
前置）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7看我钓到一条xx鱼。

3、学习歌曲a段1借助多媒体课件完整范唱歌曲，通过提问帮



助幼儿了解歌曲名称及歌词大意。

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台湾童谣《钓
鱼歌》，歌曲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请你仔细的听一听。

2）借助多媒体课件范唱歌曲a段，帮助幼儿提炼a段歌词。

3）师幼共同演唱歌曲a段，引导幼儿用自然、和谐的声音歌
唱。

4、学习歌曲b段。

l）借助多媒体课件范唱歌曲bf，帮助幼儿巩固前八后十六分音
符。

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多媒体课件，清晰钓鱼的次序及鱼儿越
来越大的规律。

3）师幼共同演唱b段，引导幼儿用不同力度的声音及动作，
有节奏的表现鱼儿越来越重（大）的情境。

5、师幼完整演唱歌曲，引导幼几用欢快、跳跃的声音表现钓
鱼时快乐的情绪。

6、音乐游戏《钓鱼》，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体验表演的乐
趣。

1）教师介绍游戏玩法。

2）幼儿自由选择角色，听音乐分角色边唱歌边做游戏。

教师：宝贝们！带上你喜欢的鱼儿头饰，跟随着欢快的音乐
游向大海吧！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三

1.感受东北民歌热情、豪放的风格，体验歌曲活泼风趣的情
绪及卷舌音的特点。

2.在了解货郎的社会角色并理解吆喝含义的基础上，能模仿
生活中吆喝叫卖的声音，初步学会演唱歌曲。

3.尝试结合生活经验仿编念白歌词，并能完整仿唱歌曲。

磁性黑板，曲中人物，货物大图、游戏用生活用品小图及实
物商品若干，小推车三辆，幼儿画板若干。

一、教师情景表演导入，帮助幼儿感受、体验货郎的角色特
点

1.教师推出装有生活用品的小推车，表演拖着长腔、大声吆
喝叫卖的情景。

（1）提问：刚才老师在干什么呢？与平时商场、超市里售货
员卖货有什么不同？

教师小结：像老师这样拖着长腔大声喊着叫卖的声音叫“吆
喝”。

（2）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模仿吆喝叫卖的各种声音，体验
模仿的快乐。

2.教师再次表演唱着叫卖的`情景，引出小货郎的角色。

（1）提问：刚才老师又是怎么吆喝的？（注意强调：唱着叫
卖）

（2）帮助幼儿理解小货郎的角色含义和产生的社会背景。



角色含义：推着小车或者挑着担子、摇着小鼓、拖着长腔、
走街串巷、大声唱着叫卖的小商人叫小货郎。

社会背景：在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生活的那个年代，不
像现在这样，到处是超市、商场，那时想买什么吃的、用的
等生活用品都得等到小货郎来时才能买到。

二、欣赏教师改编演唱的东北民歌《小货郎》

1.幼儿完整倾听，感受歌曲的风格与情绪。

提问：听了歌曲有什么感觉？想干什么？

2.仔细倾听第一段，了解歌曲表达的内容。

（1）提问：在歌中，你听到小货郎是怎么叫卖的？

（2）让幼儿随音乐表演第一段。

3.欣赏歌曲第二段，说说小货郎都送来了什么货物。

提问：小货郎送了什么货？都是谁喜欢的？

4.再听音乐第二段，教师出示货物及对应人物图片验证幼儿
说法是否正确，进一步巩固对歌词的记忆。（此处请幼儿跟
随音乐和教师手势指挥一起念白）

5.一起完整表演歌曲一遍。

6.引导幼儿了解卷舌音的特点并一起趣味模仿。

7.师生共同随唱歌曲一遍。

8.跟随琴声伴奏演唱歌曲一遍。



三、引导幼儿依据生活经验共同仿编歌词

1.提问：假如你是小货郎，你准备为哪些人准备货物呢？

2.引导幼儿知道，要想让货物卖得快就要选择别人喜欢的物
品。

3.请幼儿从椅子背袋中拿出贴有各种人物照片的画板，按教
师要求到自选超市选购商品图贴到相应的照片下。（此时反
复播放背景音乐让孩子熟悉歌曲旋律，教师强调操作要求：
每张照片下只能选贴一种商品图。）

4.请幼儿结伴说说所选商品，模仿练习歌曲中念白歌词。

5.请个别幼儿上台随琴声伴奏说节奏念白。

6.引导幼儿拿画板集体念白。

7.教师示范把个别幼儿的编词完整编到歌曲里。

8.请个别幼儿挑战老师，完整创编演唱。

9.一起拿画板集体演唱仿编歌曲。

四、体验游戏——小货郎

教师、幼儿共同推着装有各种货物的小车到听课教师面前叫
卖货物。充分体验叫卖的快乐。（此处可让幼儿先分组讨论
任务和分工：摇鼓的、叫卖的、推小车的、收钱的、供货的。
）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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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五

活动目标：

1、 学唱歌曲《颠倒歌》，感受滑稽、可笑的意蕴。

2、 引导幼儿创编歌词，尝试运用绘画的方式记忆歌词。

3、 激发幼儿与同伴积极配合、互相合作，共享成功的喜悦。

活动准备：

1、 知识准备：引导幼儿大胆想象颠倒、滑稽的事情。

2、 物质准备：录好的歌曲伴奏、幼儿操作板块、笔、纸等。

活动过程：



一、倾听歌曲，感受滑稽、可笑的歌词，体验快乐的情绪。

教师演唱后提问：歌曲里唱了些什么事情?刚才有的小朋友还
听得不太清楚，我们再来听一次，这一次呀，小耳朵可要竖
起来听好哦!

“听了这个歌曲 ，有什么感受 ?”

二、 学唱歌曲

1 、跟音乐练说唱

“你们平时是这样穿的吗?你们是怎么做的?(用动作引导幼儿
说出‘颠倒’)，那我们一起来学吧!我们先跟着音乐来轻轻
地说唱歌词!

2 、听音乐轻声哼唱。

“刚才小朋友们说得不错，我们来轻声唱唱看!”“下面，汤
老师要把音乐放大一点了，你们也要大声唱出来哦!”

3 、鼓励生生互动表演唱

“小朋友们唱得真不错，下面请和你的好朋友一起来试着表
演表演，我们一起来看看谁表演得最可爱最滑稽!”

三、 鼓励幼儿相互讨论、 创编歌曲。

1、 启发幼儿把生活中有趣的事情颠倒着说出来。

2、 个别幼儿展示创编的歌词

“请小朋友们把你的事情编到歌词里唱唱看!谁来试试看?”

3、 引导幼儿四人合作，创编歌曲



“小朋友们编唱得真不错，你们现在可都是小小创作家哦!汤
老师有件事要麻烦你们，请你们4个好朋友为一组、将自己想
到的一句颠倒的话或一件颠倒的事情画下来，贴到一块板上，
编一首完整的曲子，小组看图演唱。

四、 活动延伸

师生共享创编的歌曲与快乐。

各小组表演自己创编的歌曲，教师引导幼儿进行经验的分享
与互学。

幼儿园大班音乐活动春天篇六

听说游戏就是一听一说，听说游戏是通过一听一说，将语言
学习的重点内容转化为游戏规则，扩展幼儿词汇的一种语言
教育活动，教师通过语言引导孩子游戏的活动。

《3—6岁儿童发展指南》中强调要培养儿童的听与表达。学
会描述实物的主要特征，从音乐入手培养幼儿学习音乐的兴
趣，利用身体动作帮助孩子感知和认识节奏，使幼儿”大胆
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大班听说游戏《小青蛙》

1.引导幼儿结合图片，了解小青蛙的外形特征。

让幼儿学学小青蛙的叫声，

2初步学习儿歌，鼓励幼儿跟随老师学说儿歌,并用身体语言
表达儿歌内容。

3.愿意参与活动在游戏中体验活动乐趣。



ppt 道具小青蛙 音乐

2.让幼儿和老师一起学学小青蛙”呱呱”的叫声。

1.教师出示儿歌主题图，让幼儿边看图边听老师讲故事（通
过故事让幼儿认识小青蛙简单的外形特征。了解小青蛙喜欢
吃害虫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

2.教师出示青蛙图，请小朋友仔细观察一下，说说小青蛙是
什么样子的。

1.教师范读儿歌。让幼儿仔细听后，请小朋友跟老师一起说
儿歌。

2.请幼儿先跟着儿歌自由编动作跳舞，然后再跟老师边说儿
歌便做相应的动作。

我们认识了小青蛙那我们现在把它画出来送给爸爸妈妈好吗？

小朋友，我们今天知道了小青蛙有一双圆圆的眼睛，穿着一
身漂亮的绿衣裳还有一条长长的舌头，专门吃害虫，它是我
们的好朋友。

小朋友们再见

反思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由于环节设计的合理紧凑，且学习
内容本身很吸引孩子，学习的儿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很容
易表达，这也增加了知识面简单了解青蛙，也为后来幼儿在
自由创编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
《小青蛙》语言形式简单，利于幼儿表达情感对音乐感兴趣，
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