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 幼儿园中
班音乐活动教案(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篇一

1、在感受音乐的基础上，有节奏地表现各种洗澡动作，并使
动作具有美感和表现力。

2、在自主想象、创造中享受自由舞蹈的快乐，体验与同伴合
作表演的乐趣。

3、知道在夏季应勤洗澡，让自己健康快乐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幼儿已有洗澡的生活经验。

2、洗澡用具若干。

3、自制"流水"（银色亮丝制作）。

4、音乐磁带、录音机。

1、师生听音乐进场。

2、通过提问，引出活动：

（1）教师："这么热的天，跳了舞后，老师都出汗了，你们
呢？出汗后怎么办呢？""让我们听着音乐洗澡吧！"



（2）幼儿感受音乐，自由地做洗澡动作。

（一）引导幼儿有顺序地进行洗澡。

1、感受音乐，引导幼儿讨论：

（1）"刚才你洗了身体的哪些地方？"（幼儿自由表达）

（2）"洗澡时我们先洗哪儿？再洗哪儿？最后洗哪儿？"（幼
儿自由讨论）

2、听音乐有顺序地进行洗澡。

教师："让我们随着音乐把全身洗一下，看谁的动作好看，能
和音乐合拍。"

（二）引导幼儿有节奏地进行洗澡。

1、幼儿听着音乐洗澡，鼓励幼儿表现出节奏感和美感。

2、请个别幼儿大胆展示自己的动作，其他幼儿集体模仿。

3、听音乐有节奏地完整表演洗澡。

（一）添加洗澡用具"洗澡"，享受自由舞蹈的快乐。

1、教师："洗澡时我们还需要用到哪些东西？"（洗澡巾。洗
澡球。沐浴露等）

2、个别幼儿表演。

（二）幼儿互相洗澡，体验与人合作的快乐。

1、引导幼儿相互搓洗。



教师："我发现有的小朋友洗不到后背，怎么办？"

2、幼儿听音乐互相洗澡。

（三）互相冲洗，再度体验合作洗澡的快乐。

教师：小朋友的身上搓出了许多泡泡，我来帮你冲一冲。
（教师抖动"流水"）我冲到哪儿，你就洗哪儿。

1、幼儿听着舒缓的音乐做柔软的动作或者休息。

2、让幼儿知道洗澡是一件快乐。舒服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变
得更干净。小朋友们要勤洗澡，做一个爱清洁、爱卫生的孩
子。

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篇二

中班音乐活动：打击乐—小小乐队

执教老师：黄艳玲

执教班级：中一班

设计意图：

爱音乐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他们听到音乐便能随着音乐的节
奏做出相应的身体反应。因此，从音乐入手培养幼儿学习音
乐的兴趣是十分重要的。《纲要》指出艺术活动是幼儿获得
自我满足感的最佳舞台，是“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
方式”，使幼儿“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本次活动，利用身体动作帮助孩子认识节奏，注重音乐对幼
儿的整体影响，重视让幼儿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运用多种感
官感受音乐、表现音乐，重视从节奏入手，让幼儿感受互相
合作的乐趣，领略音乐欢乐的气氛。



活动目标：

1、体验师幼合作和同伴合作的乐趣。

2、模仿乐器的声音，能集体演奏，能看指挥协调一致地演奏。

3、在学会身体动作的基础上，学习用沙锤、响板、鼓、锣等
乐器为乐曲伴奏。

活动准备：

（1）乐器：沙锤（6对）、响板（6对）、鼓（3个）、锣（3
个）。

（2）音乐图谱一张、邀请函一封。

（3）摄影叔叔、奖状、录音机、磁带、轻松愉快的颁奖音乐。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导入活动

今天我的心情真好，因为早上，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出
示邀请函）我来看看里面写了些什么？哦….原来是森林里的
小动物寄来的，它们要在森林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想邀
请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去表演节目；你们想去吗？（想）那我
们要好好的准备。

二、基本部分：

1、出示乐器

师：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小小乐队去参加演出。瞧，这里有我
准备的四种乐器，谁能举手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最后两
个乐器一起说）



师：它们还会唱歌呢，一起来听听。请小朋友模仿乐器的声
音，可轻轻拍手。（注意强弱）

小结：刚才小朋友们手拍得很不错，模仿小乐器的声音也非
常动听。现在我们来听一首以前学过的音乐，并请小朋友用
小手为乐曲伴奏。

2、听音乐，幼儿跟随歌曲节奏拍手

（1）、幼儿集体拍手，有节奏拍打完a段的音乐。

师：谁能告诉我，这是一首几拍子的音乐？（2/4拍乐曲的特
点就是前一拍重，后一拍轻。）

（2）、播放音乐b段音乐，幼儿分组在xx|x—处拍手三下。
（强、弱、强-）

师：现在我把小朋友分为四组，第一组的小朋友在沙沙沙的
时候站起来拍三下手，拍完后坐下。接着第二组站起来在卡
卡卡的时候拍三下手，拍完后坐下；就这样，一组接一组。
当第四组小朋友拍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坐着伴奏，好吗？
（注意别的组在拍手的时候自己组要保持安静；注意强弱拍、
一重一轻；小眼睛一定要看着老师）

——播放音乐，教师指挥，幼儿分组拍手练习。

3、练习沙铃、响板、鼓、锣的演奏方法

（1）、出示音乐图谱，介绍图谱。

师：你们看，我这里有一张小小乐队的图谱，上面有什么？
（歌曲的名字、音调、节拍、旋律、还有乐器）乐器宝宝正
在干什么?（为歌曲伴奏）



（2）、幼儿取乐器。

师：今天这些能干的小乐器来到了这里，它们正藏在每个小
朋友的椅子下面呢！现在小朋友轻轻地把小乐器拿在手上准
备好。注意不能让乐器唱歌，看谁的小乐器最安静。

（3）、集体与分组练习。

——教师唱节奏，幼儿集体练习两个八拍的强弱；接着集体
练习好xx|x—。

——现在我们要分组练习，但是练习前老师提一个小小的要
求：当有一种乐器在唱歌的时候其他三种乐器都不能发出声
音。

（4）、根据图谱打击乐器。

——播放音乐，幼儿听着音乐、看着图谱，在xx|x—打击乐器，
完整地打击一遍。

4、幼儿表演奏

师：音乐会开始拉！看！摄影叔叔过来了，我们摄影叔叔打
个招呼吧！小朋友们，一起大声地告诉观众我们的节目是什
么？（音乐《小小乐队》）

——再次播放音乐，教师指挥，幼儿完整演奏一遍。

六、结束部分：

师：现在请把乐器轻轻地放回原处。森林国王说刚才小朋友
们表演地非常好，音乐《小小乐队》获得最佳表现奖，所有
小朋友起立拍手。请朱锦彧小朋友上台领奖。



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篇三

1、引导幼儿感知音乐力度的强弱变换和韵律特点，并能看着
图谱表现。

2、在音乐中大胆使用动作，体验表演的快乐。

3、通过表演，培养幼儿良好的合作能力。

4、认真倾听并积极参与歌唱活动。

5、能跟着节奏打节拍。

图谱一张、一张白纸、记号笔、ppt

（一）互动——《快乐小猪》

1、边做动作，边进教室，一起来《快乐小猪》

2、请幼儿感受曲子的旋律，听《快乐小猪》的曲子做律动，
将幼儿引入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二）倾听想像，初步感受音乐

1、第一次尝试体验听

师：今天苗苗老师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我们，请欣赏。
（闭上眼睛，仔细听）

2、第二次尝试体验听

师：请你来做指挥家，用线条的形式把这段好听的音乐表现
出来。注意：伸出你的手，用心、用耳朵、仔细的听。

3、请表现好的指挥家做示范。



（三）教师讲解图谱

1、提问：刚才在指挥中你们都用了哪些线条来表示音乐？
（教师把幼儿说的图谱画在白纸上）

2、全体幼儿一起来学习打单个的图谱。

3、出示完整图谱，师幼一起听着音乐把整首曲子表现出来。

注意：图谱有的音高，有的音低，有的`音长，有的音
短。.。.。.

（四）用身体来感受音乐

1、师幼一起来用身体动作表现。

2、两人合作来完成身体的动作。

（五）放松运动——《快乐歌》

幼儿肩搭肩一起来放松一下。

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篇四

1．小手变魔术。

2．谜语：手抓不住，刀切不开。做饭洗衣，洗脸刷牙，都需
要它。（水）

3．对了，是水。听是什么声音？（放水流声的磁带）。

哦，它在告诉我们，看到小朋友们用小手变魔术，它也想变。

4．水变魔术。



a请出冰块。幼儿讨论，冰块是什么变成的？是怎么变成冰块
的？

小结：水遇冷会结成冰。

b请出一杯热水。

讨论：为什么会有气？

小结：水遇热会变成气。

c请出矿泉水瓶。观察：我把水倒出来。小朋友看到，水会怎
么样？（水会流动）水流动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哗啦、叮
咚……）

小结：水刚才变的这三个魔术，正是水的三种形态：冰块是
水的固态，水蒸气是水的气态，流动的水是水的液态。

5．老师把水变的这三个魔术编成了一首好听的歌，叫《会变
得水》。教师范唱一遍。

6．好听吗？要想学会这首好听的歌得先过三关。a发声b节奏c
音阶

7．听歌曲，说出关键词。

8．学唱歌曲。

9．边唱边表演结束活动。

中班音乐欣赏活动小白船篇五

能区分不同民族乐曲，尝试根据乐曲创编动作，体验各个民
族是一家的情感。



1、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认知经验(西藏、新疆、蒙古等)。

2．欣赏过代表各民族的音乐，有初步的动作创编经验。

3．有关民族的道具(围巾、新疆帽等)。

4．西藏、新疆、蒙古图片各一张。

(一)少数民族来聚会

t：国庆节快来了，各个少数民族都来到了北京为祖国妈妈庆
祝生日，你们听先到的是哪个民族?(播放音乐《赛马》中间
段。)

t：哪个民族来了?他们平时都喜欢干什么?我们可用什么动作
表示?(引导幼儿说出音乐代表的民族，并初步创编动作。)

t：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谁?(播放新疆、蒙古音乐，逐—引导幼
儿想象他们生活的场景联系动作表现。)

(二)少数民族大联欢

1．分组创编

t：那么多民族聚到一起联欢，每个民族围起一个圈，在天安
门前为祖国妈妈唱歌跳舞，想请你们也参加，你们愿意参加
哪个民族就站到他们的圈上去。(将代表民族的图片贴在地上，
引导幼儿自由选择民族围成圈。)

t：想想你们代表的民族准备用什么动作跳舞，跟着音乐试一
试。(鼓励幼儿分组听音乐创编民族舞蹈动作，老师巡回观察
指导。)

2．集体分享



t：让我们打扮起来，到中间舞台表演。(引导幼儿选择合适的
道具装扮，并展示刚才创编的动作。)

t：你们看到他们舞蹈动作代表他们在干什么?(引导看的幼儿
分享动作蕴含的意义。)

3．集体游戏

t：大家你跳一段我跳一段，真热闹，请你们听好音乐，放到
哪段音乐，哪个民族就出来在中间跳舞。(老师任选两句舞曲
中的音乐，引导幼儿听辨是哪个民族的'舞曲，扮演该民族的
幼儿到中间随音乐动作表现。)

操作提示

在民族音乐的选择上要注意有比较明显特征区别，便于幼儿
区分；如选择作品比较长可截取其中一段有代表性的适合幼
儿动作表现的音乐。在游戏时引导幼儿仔细听辨，然后动作
表现。

在动作创编时，老师可用生活解释动作，赋予动作以实际的
意义，例如：新疆盛产水果，采摘葡萄；西藏人间候的方式
和别民族不同；蒙古人在草原上骑马射箭等，通过与实际生
活相联系的提示引导幼儿抽象动作的创编。如果幼儿的经验
不够可让幼儿看图片或视频进行支持。

游戏道具可与幼儿一起准备，如蒙古族道具可用头巾扎在头
部或腰部，新疆道具可做一顶小帽戴在头上等，通过装扮进
一步引发幼儿的角色兴趣。可将音乐材料、道具投放入区角，
让幼儿进行后续创编，同时还可加入乐器，引导幼儿乐器伴
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