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实
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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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一

1、乐于参与活动，体验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

2、熟悉歌曲旋律，学习演唱歌曲。

3、能模仿教师用较有力的声音演唱歌曲中号子部分。

4、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活泼有趣的特点。

5、让幼儿感受歌曲欢快的节奏。

1、幼儿座位排成半圆。

2、音乐《小乌龟》。

3、制作教具：小山、小乌龟、面包和糖果图片。

4、书包幼儿人手一个。

一、导入：音乐律动《拍手点头》。

教师引导幼儿听音乐合拍的做拍手点头的动作。

二、教师清唱歌曲《小乌龟》，引导幼儿欣赏。



1、教师清唱歌曲《小乌龟》。

2、教师根据歌曲内提问。

师：歌曲里提到了哪只小动物?它要去干什么?它背着什么上
山坡?

三、学习歌曲《小乌龟》。

1、教师出示教具：小山、小乌龟、面包和糖果图片。

2、教师借助教具再次清唱歌曲《小乌龟》。

3、引导幼儿说出歌词内容。

师：小乌龟究竟在干什么，它背着什么?

4、教师第三次演唱歌曲，并用动作表现小乌龟爬山坡的样子。

5、教师引导幼儿尝试用动作表现小乌龟爬山坡的样子。

6、教师边演唱歌曲边做动作，幼儿模仿教师的动作或自己做
小乌龟的动作。

四、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边弹钢琴边演唱歌曲，幼儿逐句学唱。

2、教师带领幼儿用较有力的声音演唱号子部分。

3、教师演唱歌曲前半句，幼儿演唱“嗨嗨哟”和”嗨嗨嗨嗨哟
“处。

4、师幼共同完整演唱歌曲。



五、教师发放书包，幼儿边演唱歌曲边进行表演。

1、幼儿背上书包，和老师一起边做动作边进行演唱。

2、请个别幼儿上台进行表演，教师给予鼓励。

教师启发幼儿用其他小动物的名称替换歌词“乌龟”，带入
歌曲，进行演唱。

这是一首活泼富有童趣的歌曲，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在音
乐中感知乌龟动作变化，从而产生愉快的情绪。运用游戏的
方式直接进入教学内容，在说说、做做中理解歌曲的内容，
同时使用图谱支架，为后面的学唱整首歌曲做好了铺垫。在
表演歌曲中，我引导幼儿学习乌龟慢的，同时也提供给幼儿
自我表现的.机会。通过表演演唱使听众感受音乐的艺术形象，
产生联想和想象，进而达到审美的目的。由于幼儿的年龄较
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运用表情、动作来表现歌曲，
并在表演中能有意识的与同伴进行交流与合作，对幼儿来说
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经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经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做到。

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二

1.愿意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2.初步了解交朋友的方法。

3.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课件准备：《小乌龟上幼儿园》故事图片4张、完整故事音频、
分段故事音频、故事视频。



教师和幼儿一起阅读故事图片。

小乌龟第一天上幼儿园遇到了谁?

小青蛙在乌龟壳上面做了什么?小鸭子呢?

阅读故事图片第二遍，引导幼儿通过仔细观察小乌龟的表情，
理解小乌龟在幼儿园找到朋友前后的心情变化。

1.观察画面，描述小乌龟刚上幼儿园的心情。

小乌龟第一天上幼儿园心情是怎样的?他开心还是难过?你是
怎么看出来的?

小乌龟缩在壳里，眼泪都流出来了。

2.观察故事最后一幅画面，讨论小乌龟心情的变化。

小青蛙、小鸭子、小鸡发现了小乌龟后，他们干什么了?

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小乌龟敲鼓、小青蛙跳舞、小鸭子唱
歌……

这时小乌龟的心情又怎么样了?他高兴了吗?你是怎么看出来
的?

小乌龟的头伸出来了，它的眼晴和嘴巴都笑了起来。

请幼儿欣赏完整故事视频。

引导幼儿像小乌龟一样交朋友。

你们现在也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里开心吗?你像哪个小动物
呢?



如果班上有的小朋友像小乌龟一样害怕，我们应该怎么帮帮
他呢?

(如：和他一起玩、拿玩具给他、大家一起抱抱他等，鼓励他
像小乌龟一样勇敢地交朋友)。

温馨提示

最后一个环节涉及到交朋友的方法，对幼儿来说可能有些难，
教师可以多进行引导或者放到日常活动时间开展。

附故事

小乌龟上幼儿园

小乌龟第一天上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它都不认识，它
害怕地把头、四肢和尾巴通通缩进乌龟壳里。

小青蛙、小鸭子、小鸡走过来，都不知道这个趴在地上的东
西是什么，就在上面跳来跳去，当鼓敲呀，还在上面画画呢!

小乌龟忍不住大哭大叫起来。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只小乌
龟呀!小青蛙、小鸭子和小鸡高兴地邀请小乌龟和它们一起玩，
大家又唱又跳，好快乐哦!

这是一节小班语言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我采用了欣赏、讨论、
表演等形式完成了本节活动，在活动中，幼儿的学习兴趣一
直保持较好，活动目标也基本达成。首先我出示故事大书，
引起幼儿的兴趣，并引导幼儿观察大书封面，初步了解大书
中讲的是关于谁的故事，然后一页一页讲故事，讨论故事内
容，再次欣赏故事，感受小乌龟表情的变化，接着鼓励幼儿
表演故事，最后播放歌曲，鼓励幼儿和好朋友一起跳舞。在
最后的环节，我进行了小结，引导幼儿学习小乌龟，每天要
开心的来幼儿园，这是活动的重点教育目标所在。表演故事



环节由于准备的头饰只有一套，而幼儿的参与兴趣很高，由
于时间关系，部分幼儿没有参与表演，有些失落。

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三

1.了解乌龟的外形特征，初步感知乌龟的生活习性。

2.能认真观察，大胆表达自己的猜想和观察的结果。

3.爱护小乌龟，激发对小乌龟的亲近之情，愿意学习小乌龟
不挑食的好习惯。

了解乌龟的外形特征，初步感知乌龟的生活习性。

能认真观察，大胆表达自己的猜想和观察的结果。

1.幼儿对蛋生动物有初步的了解

2.鱼缸8个，大小品种不一的乌龟16个，肉、菜、龟粮各两份，
小夹子人手一个

一、出示蛋宝宝课件，引发幼儿活动兴趣。

1.游戏“请你猜猜我是谁”，初步感知乌龟可爱的外形特征
和游泳的本领。

教师出示课件提问：今天带来一位好朋友，猜一猜这会是谁
的蛋?

2.小结:小乌龟是从蛋里生出来的，而且出生就会游泳。

提问：和别人交朋友要注意什么?看看你的小乌龟长得什么
样?除了游泳还有什么本领?

教师与幼儿共同游戏，并拍摄幼儿有趣的发现。



重点引导幼儿观察：乌龟的外形特征、什么时候乌龟将头和
四肢全都缩到壳里面?乌龟怎样翻身。

三、游戏“讲讲我的好朋友”，引导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猜
想和观察结果。

1.“学一学”，模仿小乌龟的行动爬行。

教师引导：小乌龟是怎样走路的，把小乌龟送回家然后学着
小乌龟的样子回到座位上

2.“讲一讲”，总结小乌龟的外形特征。

教师引导：你的乌龟朋友长得什么样?结合视频总结乌龟外形
特征。

“学一学”，结合视频了解乌龟自我保护的方法。

教师引导：小乌龟为什么把头和四肢都缩进壳里去了?我们应
该怎么对待小乌龟?

四、“小乌龟开饭了”，激发幼儿学习小乌龟不挑食的好习
惯。

1.看视频，了解小乌龟的食性。

2.给小乌龟喂食，再次激发幼儿亲近小乌龟的情感。

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篇四

1.了解乌龟的外形特征。

2.尝试用肢体表现乌龟缩进龟壳以及乌龟爬行的动作。

3.体验游戏的乐趣。



4.能用较清楚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观察和发现。

5.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课件准备：“乌龟”图片;《小乌龟》视频;《乌龟爬》视频;
游戏背景音乐。

一：出示图片“乌龟”，引出活动主题

二：播放视频，引导幼儿观察乌龟并模仿缩壳动作

小乌龟的壳是什么形状?乌龟壳上有什么图案?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小乌龟缩进乌龟壳的动作。

三：播放视频，引导幼儿用肢体表现乌龟爬的动作

小乌龟在地上是如何前进的?

我们来学一学小乌龟爬的动作吧。

四：播放背景音乐，组织幼儿进行游戏

1.教师讲解游戏玩法。

2.幼儿愉快游戏。

3.可根据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来调整游戏的速度。

本节活动课将幼儿带入到一个游戏的情境中，以捉迷藏的游
戏引出小乌龟，后面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观察乌龟的环节，
情节也是环环相扣。作为一堂科学课更是以两次观察将乌龟
的外形和生活习性了解个透彻。第一次观察时幼儿只注意到
乌龟的外形，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然而经过教师引导性
语言的第二次观察，有目的地将幼儿带往了解乌龟生活习性



的方面。活动的最后，以游戏的形式将乌龟的主要特征和习
性呈现以及达到巩固知识点的作用。

小班音乐教案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五

1、让幼儿学会小乌龟这首儿歌。

2、让幼儿通过活动增加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

3、初步学习用对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重点：学会小乌龟这首歌曲，掌握旋律

难点：带动幼儿都能参与到活动中，并且都乐意演唱歌曲

小乌龟，蛋糕，糖果(卡片)小山背景

一：开始部分

导入(手指游戏)大乌龟小乌龟

教师带领幼儿复习大乌龟小乌龟的手指游戏

师：我们的大乌龟小乌龟，今天要去爬山坡，我们看看他们
都带了什么好吗?

二：基本部分

1:教师范唱

教师拿着小乌龟卡片，一步一步的爬山坡状，边爬教师边范
唱歌曲。



2:了解歌词

教师范唱几次后，

提问，我们的小乌龟在做什么?

他们都带上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小乌龟爬山坡累了，他们发出什么声音?

3：学习歌曲

教师在幼儿对歌词了解后，(小朋友们一起来和小乌龟一起爬
山坡好吗?)引导幼儿学习歌曲，每唱两次，可以也奖励幼儿
蛋糕和糖果的方式，使幼儿继续学习歌曲。

4：小游戏(乌龟爬山坡)

待幼儿熟悉歌曲后，请小朋友扮演小乌龟，在教师身后转圈
状爬坡。

三：结束部分

天黑了，小乌龟都要回家了，我们回家了吧。

1：教具准备充分，很喜迎幼儿眼球

2：在开展活动时，还需要更加的夸张有激情

3：在后面游戏时，注意幼儿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