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实
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
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一

幼儿老师必须有非常的才艺，才会与孩子们真正完全打成一
片。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节奏很好，而且配合拍手与点
头，非常适合小班的孩子们进行音乐教学。

会乐器的老师可以选择自己会的乐器，不会乐器的老师，也
可以选择用伴奏带。

事先让孩子按一定的间距站好位。

让同时授课的老师与孩子们一起做动作，也是起到了带头引
导的作用。

会弹乐器的老师开始弹奏音乐，当音乐起来，带头的老师听
歌词的引导，然后做出相应的东西。包括拍拍手，跺跺脚。

孩子们也开始跟着老师做同样的动作。

等孩子们的动作做得差不多了，熟悉得差不多了，引导的老
师，就停止动作，让孩子们自己听歌词，听音乐，自己来做
动作。



对于这个歌曲来讲，主要的动作就是让孩子们来拍手，动作
过于简单，而且重复，不利于锻炼孩子的'音乐节奏和肢体动
作。因此，可以更好地丰富一下游戏的过程。

老师弹奏音乐，然后自己唱歌词，告诉孩子们，要按照老师
唱的歌词里的动作来做动作。例如，老师要唱，如果感到幸
福，你就点点头，这样孩子们就需要点头，而不是拍手了。

因为老师歌唱的时候，其歌词是可变的，可以让孩子不断地
去做不同样的动作，对于孩子的音乐节奏，听力锻炼，以及
肢体语言的培养来讲，有极好的效果。

最后，老师可以问一下小朋友，有谁已经学会唱这首歌了，
看看到底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学会了如此朗朗上口的节奏，如
果孩子学会了，老师则可以让孩子演唱一下，也可以让会唱
的小朋友唱，并带动其他的小朋友继续做动作。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二

一、直接导入，激发情趣。

(1)教师：“小朋友，我是小兔姐姐，我今天很想和你们玩个
好玩的游戏，可是，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首歌里都唱到了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唱到的部位我们也
可用手摸一摸哟!”(放音乐)

(2)出示人体卡通图片。

教师：“小朋友，刚才呀，你们听得可认真啦!谁愿意把你们
听到的用彩笔在这个娃娃图片上标出来呢”(可不按顺序，但
每标出一个后要先请小朋友说说其作用，并怎样保护它。)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小朋友，我们一起把卡通娃娃身上的用彩笔标出
的部位大声的说出来，当然，也可边说边摸摸自己身体相应
的部位哟!”

(2)老师与幼儿一起边说边做一遍。

(3)跟着音乐一起做一遍。

(4)请部分幼儿表演。

三、拓展。

玩指身体部位的游戏。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三

1、熟悉音乐，根据故事的情节按照乐句变换动作。

2、按照游戏内容创编拔萝卜，跳舞等动作。

3、学习找好空地方，比较迅速地找到同伴（萝卜），合作进
行游戏。

4、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兔子头饰

【活动过程】

一、幼儿倾听教师讲述的配乐故事一遍。



二、幼儿按照故事情节，尝试为小兔子匹配动作。

（1）幼儿尝试为因子部分匹配动作。

教师：小兔子早上起床后，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教师反馈幼儿的动作，并播放引子段音乐，幼儿坐在椅子上，
尝试跟着音乐做动作。

（2）幼儿尝试为a段音乐匹配动作。

教师：小兔子知道要区拔萝卜，心里很高兴，可以用什么动
作来表示呢？

教师反馈幼儿的动作（例如：可以跳一跳，拍拍手等），教
师播放a段音乐，幼儿尝试跟随着音乐坐在椅子上做动作。

（3）幼儿创编拔萝卜的动作。

教师：我现在是一个大萝卜，你们怎样把我拔出来呢？累了
怎么办呢？

教师反馈幼儿的动作，并请一个幼儿到集体中间听者音乐示
范拔萝卜的动作，教师做萝卜。

三、幼儿尝试完整听音乐"拔萝卜"。

（1）幼儿分角色表演一遍。

（2）幼儿交换角色表演一遍。

（教师活动过程自述：我班有很好的游戏环境，我和孩子们
在有地垫的活动室进行了这个游戏。孩子们对一开始小兔子
起床的音乐很感兴趣，加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经验，比如刷牙，



洗脸等动作。在小兔子出门的动作时候，孩子们都乱跳，但
是经过我表扬做的好的孩子后，许多孩子开始听音乐跳了。
在音乐结束后，我让孩子洗萝卜，切萝卜，吃萝卜，享受自
己的劳动成果，孩子对再玩音乐游戏就更有兴趣了。）

活动反思：

在这个音乐游戏中，孩子们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很愿意参
加到游戏中来，对音乐的旋律掌握得较准，对游戏的玩法及
规则掌握得比较好，因此，游戏效果比较好。为什么能达到
这样的效果呢？我认为，第一，这个游戏内容及形式贴近幼
儿生活。第二，教师的参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幼儿的兴趣。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用肢体动作和打击乐器的不同力度表现大雨小雨。

2、喜欢参与游戏，体验打击乐带来的乐趣。

3、在活动中幼儿倾听音乐，大胆的游戏表演。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学习用肢体动作和打击乐器的不同力度表现大雨小雨。

难点：拍准节奏型，表现出节奏的强弱。



活动准备：

《大雨和小雨》演奏图谱一份、铃鼓9个碰铃9对、教棒1根、
磁带及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倾听《大雨小雨》的音乐，感受雨声的强弱。

师：今天，老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请你们来仔细的听一
听，你在歌曲里听到了什么？

1、播放音乐一遍，引导幼儿仔细倾听。

教：好听的歌曲唱完了，谁能告诉卢老师

2、提问：

（1）你在歌曲里听到了什么？（幼：大雨小雨）

（2）大雨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哗——啦；哗——啦）

（3）小雨的声音又是怎么样的？（滴滴答答）

（4）小雨和大雨的声音一样吗？不一样在哪里？

教师小结：大雨的声音“哗啦、哗啦”，听上去很大声，很
响亮；小雨的声音“滴滴、答答”听上去轻轻的、小小的。

（二）、教师引出基础游戏，示范玩法，并请幼儿游戏。

1、出示图谱，引导幼儿看图谱。

师：今天大雨点和小雨点来到了我们班上，他们想要请小朋
友一起玩一个节奏游戏。



教：这是大雨点和小雨点在唱歌呢，你能用拍小手的方法来
表现吗？（请个别幼儿说说并学学）

2、分句哼唱，练习大雨点和小雨点的节奏。

3、播放音乐，完整练习。

4、尝试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拍节奏。

播放音乐，拍肩练习打节奏

（三）、运用乐器，练习拍节奏。

１、出示铃鼓和碰铃，学习用乐器打节奏。

２、出示铃鼓和碰铃，教师分别敲打铃鼓和碰铃，并提问：

谁能告诉老师哪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像大雨？哪种乐器发出的
声音像小雨？（大雨——铃鼓；小雨——碰铃）

３、教师小结。

教:小朋友都发现了铃鼓的声音比较响亮，就像大雨的声音，
一对小铃碰在一起发出“叮叮”的响声就像小雨的声音。
（教师边小结边出示铃鼓和碰铃的图谱）

4、引导幼儿看乐器图谱。

5、用乐器完整练习拍节奏一遍（教师清唱歌曲，幼儿拍打乐
器）

6、交换乐器，再一次听音乐演奏

师：小朋友能听着音乐将图谱的节奏拍正确，表演的真棒！
请你们相互交换乐器再来合奏一遍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教：小朋友和大雨点、小雨点玩节奏游戏真开心，那你们想
不想挑战一下自己。（想）好，现在老师把图谱拿掉，看看
你能不能听着音乐拍对节奏，小朋友准备好，看老师的指挥，
听好前奏。

（四）、活动结束

1、教师小结

教：小朋友这么快学会了拍节奏的游戏，但幼儿园的很多小
朋友还不会，我们去找他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吧！

2、播放《大雨小雨》音乐，全体师生在音乐声中离开活动室。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五

师：这个就是我们的寻宝路线，你们看到宝盒了吗？宝盒里
肯定有很多宝贝，那我们要从哪里出发呀？（小红旗）接着
怎么走呢，谁愿意来帮我们指指路线。（请一位孩子上来指
路线）

师：想要拿到这个宝盒，得走过三道门。这三道门被施了魔
法，他们会说话，听听第一道门说了什么？（录音：欢迎来
到第一道门，请小动物们听着音乐有节奏地走，音乐停的时
候要四肢落地一动也不动哦。）

师：什么是四肢？（我们的两只手和两只脚，合起来四肢，
数数看呢）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四肢落地呢？（提醒：魔法门
说了要一动也不动哦。这边的小动物能控制住自己，真厉
害！）

师：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来演一演，魔法门你要看好了，我
们表演的好要给我们开门哦。（老师用脚控制节奏，变、走）



师：哇，门打开啦，恭喜你们！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第
二道门。

2.过第二道门，探索两肢落地的可能性

师：第二道魔法门会说什么呢？仔细听。（老师做动作，神
秘性）（录音：欢迎来到第二道门，请小动物们还是听着音
乐有节奏地走，不过这一次音乐停的时候要两肢落地，并且
一动也不动哦！）

师：第二道门说了这一次是几肢落地呀？

师：你们的耳朵都很厉害，你们的手和脚厉不厉害呢，赶紧
来变一变吧：两肢落地。

师：可以哪两肢落地呢？有没有不同的方法？（教师用集体
看、孩子示范、学一学、语言提示等方式引导孩子创编出不
同的两肢落地的方法。）（侧着、坐着、躺着、趴着）

师：现在我们来啦，变一变。（很多小动物很厉害哦，能快
速反应）3次

师：现在我们来表演给第二道门看吧，魔法门魔法门，谁是
最厉害的小动物，请你看好咯。（你们都很厉害!）

师：看看魔法门打开了没有啊？

3.过第三道门，探索无肢落地的可能性

小班音乐听听谁来了教案反思篇六

1、熟悉音乐旋律，能配合音乐指认五官的位置。

2、学习有节奏地唱准歌曲，喜欢和老师一起做音乐问答游戏。



3、愿意跟随教师和音乐在老师的引导下用自然、连贯的声音
唱歌，情绪愉快地参加音乐活动。

4、在学习歌表演的基础上，结合游戏情节，注意随着音乐的
变化而变换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