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 的幼儿园
小班春晓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用手之舞感知四个乐句。

2.模唱唱名旋律，肢体感应唱名旋律，以游戏的方式感知四
个乐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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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从教学效果来看，目标定位较准确，有可操作性，有明显的
指向性，并且整节活动以目标为中心顺利开展，难易程度适
中。

2、教具准备

教具能为目标服务，简单易操作、易懂，利用率高。

3、活动流程



活动以导入――学唱歌曲a段――合唱三部分进行

利用幼儿诵读唐诗进行发声练习，即可以感受古诗意境，又
可以起到开嗓的作用，学唱歌曲中，重难点突出，通过让幼
儿观察小花摆放的位置不同，学习正确的诵读节奏。利用声
势、语词的多次练习，掌握了重点，突破了难点。在发现4
／4拍的规律后，自然引向休止符的认知，请小朋友设计休止
符号，发挥了幼儿主动学习的能动性和参与性，提高了幼儿
学习兴趣。在掌握的不太好的地方，我有意用钢琴慢速的进
行逐句学习，使幼儿唱的音更准确更清楚。第三环节是对唱
歌内容的难度提升，需要配合演唱，仍然利用图谱解决了这
个难题，幼儿学习不费力，达到预期目的。

教师心中有目标，有孩子，依预设、依情况随时调整活动细
节，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唱歌曲，大胆表现，有
所收获。

不足：

1、写在黑板上的目标表达不准确，造成听课人对活动的理解
和看法有误差。

2、准备好的ppt古诗背景图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没有展示，
使得设计之初达到诗、歌、画三位统一的效果略显欠缺。

3、预设中还要对《春晓》的诗意进行讲解分析，帮助幼儿理
解词意，感受意境，但在活动中被忽略了。

改进：

幼儿学唱歌曲时坐的时间有点长，可以再休息的间隙请幼儿
听音乐舞动身体，一是起到休息嗓子的作用；二是让身体活
动一下，劳逸结合，更有兴趣参与学习。



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提问：古诗的名字叫什么?你听到古诗里说了什么?(帮助
幼儿理解“晓”、“眠”、“闻”等)

2、帮助幼儿理解古诗大意：春天很好睡，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当诗人醒来后，听到了外面都是小鸟的叫声。诗人想：昨天
又是风又是雨的，不知道有多少花瓣被吹打了下来。

3、播放录音幼儿再次欣赏古诗。

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一）情境导入:

音诗画欣赏《春意盎然》

师：每一句诗就是一幅画，每一串音符又是一首诗，诗人用
优美的文字，画家用神奇的画笔，音乐家用一串串音符带我
们走入了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吧！（课件播放）

设计意图：创设这样唯美的情境，不仅为下面的教学做了情
感上的铺垫，也让课堂一开始就给他们带来美的享受，激发
他们对此探究下去的兴趣。

（二）朗诵诗歌

1.媒体出示古诗《春晓》。（点名有感情的朗诵诗歌）

2.师引导学生有节奏的朗诵诗歌。（媒体出示）

设计意图：诗画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古诗中所描绘的春天美丽
的意境。



(三)欣赏学唱歌曲

1.欣赏《春晓》

过渡：在古代诗人们吟诵的古诗词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现在，
我们也可以唱一唱，这种唱法叫古诗新唱。现在就让我们来
听听这首根据家喻户晓的唐诗改编的歌曲――《春晓》。
（课件播放《春晓》）

2.听这首古诗在歌中出现了几次，让学生了解这首歌的两个
乐段。

3.学唱第一乐段：

（1）听第一乐段旋律（老师钢琴弹奏）。

边听边想象：这段旋律与古诗的意境是否吻合？

学生简单地描述感受。（轻声播放《春晓》旋律）

（2）小结：平稳的节奏，质朴委婉的旋律正如诗人在向我们
诉说……春日清晨那清新美丽、生动活泼的'画面。

（3）边听边用“呜”哼唱。要求学生用歌声表现诗境。

（4）学生轻轻的唱出来。

设计意图：在对旋律和诗境有一定的感受的时候，再来让他
们说说用歌声表现诗境不需要太多言语学生很自然地就能体
会演唱这一乐段时的力度、速度和情绪了。

4.学唱歌曲第二乐段

（1）欣赏歌曲第二乐段。



（2）学唱合唱部分：

a欣赏老师范唱高声部。

b讨论与第一乐段相比，感受有什么不同。

c老师引导学生感受这两句如春风轻轻吹拂。

d（模仿春风）分两个声部轻声跟唱。

（3）朗诵与合唱结合表现，并讨论其效果。

（4）小结：音乐与诗相得益彰，带给我们美妙享受。

设计意图：通过在朗诵《春晓》时，运用虚词“呜”和不运
用的对比，让学生自己体会音乐与诗相得益彰，所带来的美
妙享受。由于学习时是带着情境的，所以学生会很自然地注
意到朗诵跟合唱速度的一致，声音的轻柔，犹如春风轻轻吹
拂，更加深了学生对歌曲意境的体会。

（5）欣赏老师范唱全曲。

（6）听后讨论最让你激动的乐句。

（7）学生试唱最后两乐句。

设计意图：在这个环节，学生不需要枯燥地学唱《春晓》，
在他们欣赏地同时，在他们一步一步走入《春晓》时，这首
歌曲已自然地铭记在心了，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首歌，
因为在欣赏学唱时融入了他们的情感。

（四）歌曲表现（音乐与画）：

1.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2.师生共同用语言勾勒《春晓》图。

3.（课件播放）国画《春晓》欣赏（背景音乐：古琴曲《桃
源春晓》）。

4.对画而歌。

师：让我们一起走进画中，在画中漫步，在诗中飞扬吧！

设计意图：把想象的具体化，这个环节看似与歌曲教学没有
太多联系，但我认为会使这堂课含义更悠远深厚，体会歌曲
的内涵会更深刻，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因为这首歌不
是平时学唱的儿歌，是根据古诗改编的，我认为在这个环节
渗透一点人文思想，是不会削弱我们的审美感受力，反而体
现了编者的意图――文化传承的价值。

5.闭上双眼演唱。(课件：画和诗慢慢消失)

师：音乐是一首诗，音乐是一幅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音乐中又有着诗情画意。现在让我们闭上双眼，此刻没有诗
也没有画，但是我希望你们用歌声唱出你们心中的画卷，唱
出你们心中的诗篇，我就是你们的知音，让大家都能感受到
你们歌声中的诗情画意！

设计意图：引起听者的共鸣，是唱歌的一种境界，也是再创
造的过程，行云流水般的教学气氛，在此时已达到高潮。

（五）欣赏另一首歌曲《春晓》，请学生说说两首不同的
《春晓》在速度有什么不同？

（六）总结（音诗画）：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春天的风里歌唱，思绪在春天的歌里飞
翔，画为有形诗，诗为无形画，音乐是用诗画串成的美妙旋



律，意境悠远，韵味无穷。“春来吟唱声，欢乐知多少”，
让我们在歌中陶醉，诗中审美，画中品美吧，你们就是这音
诗画的知音！

春晓小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一）导入、揭题、解题：

人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天是一
年中最美的季节，而春天的早晨则是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间，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春天早晨的美丽景色，板书3．春晓
（齐读）。

（二）看图，了解图意：

1．启发想象：从图上看这是什么季节，什么时间的美景？图
画中都有谁？它们在干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这是春天，桃花开了，几只鸟站在枝头叽叽喳
喳地叫着，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雨下了一夜，地上到处是
被风雨打落的花瓣。

2．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完整地有顺序地叙述图意。

过渡语：作者是怎样描绘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古诗。

（三）初读课文，读准字音，介绍作者。

1．借助拼音，读熟古诗

“觉”是多音字，在课文中读“ju6”。

2．教师范读古诗。



3．介绍作者：《春晓》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湖北襄阳
人，大诗人李白的挚友，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大半辈子隐居
农村，过着淡泊恬静的生活，年轻时曾漫游江浙，徜徉山水
之间，历览自然风光，他擅于写山水诗，字里行间凝聚着对
人生和山河的热爱之情。

（四）学习古诗、理解内容。

1．解题：从图上看作者描绘的是什么时间的景色？

春晓：晓，天刚亮的时候。本课指早晨。春晓，春天的早晨。

2．春天的早晨是什么样的？（齐读古诗）

3．学习前两小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仔细读，小组讨论你能读懂哪些词的意思？哪些没读懂，
大家一起商量。

（2）重点体会：

眠：睡眠，睡觉。

不觉晓：晓，天亮。不觉晓，不知不觉地天亮了。

（3）试着说第一句话的意思：春天的气候暖和，觉睡得很香，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4）早晨醒来，作者听见了什么？看见了谁？结合挂图齐
读“处处闻啼鸟”。

体会：处处：到处。

闻：听到。



啼鸟：鸟叫。

想一想，鸟的叫声是什么样的？

（5）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说说第二小句话的意思：“早晨醒来，
听到外面到处是悦耳动听的鸟叫声。”

过渡语：春天的景色这么美，作者想到了什么？（齐读后两
句）

4．学习后两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出示挂图，观察：地上有什么？作者想到了什么？

（2）试着说说“夜来风雨声”这句话的意思：想起昨天夜里
又刮风，又下雨。

过渡语：经过了风吹雨打，花儿怎样呢？结合图说说第四句
话的意思。

（3）“花落知多少”：经过风吹雨打，不知有多少花朵被打
落了。

（4）把这两句话的意思连起来说。

5．自由读古诗，用自己的话说说整首诗的意思。

（五）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练习背诵和默写：

注意节奏和重音：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六）小结：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感受到了什么？学会了什
么？

扩展：春天的景色非常美，你们一定要珍惜春光，爱惜时间。

（七）布置作业：背诵、默写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