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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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篇一

1、能借助图谱理解歌词，学习用连贯、优美的声音演唱歌曲。

2、感受关心他人所带来的快乐。

自制泥娃娃一个,图谱

四课时

一、引入

1、出示泥娃娃，激发幼儿的兴趣。

2、师：你见过这样的娃娃吗？你们知道这个娃娃是用什么做
的吗？

3、师：这是一个泥娃娃，我们和泥娃娃打个招呼吧。

二、欣赏歌曲

1、教师演唱歌曲，理解歌词内容。

师：歌曲里唱了什么？

2、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出示小图谱。



三、学唱歌曲

1、教师范唱，幼儿轻声跟唱。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篇二

1.初步感受和表现歌曲中人物情绪的变化，学习用两种不同
的唱法来演唱歌曲的前后两部分。

2.根据歌词内容按乐句创编表演动作。

3.体验与同伴合作歌唱的快乐，尝试用表情、动作和眼神与
同伴交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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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活泼有趣的特点。

教师熟悉乐曲谱子

一、引导幼儿讨论与同伴发生矛盾及同伴友好相处时的不同
心情，探讨与同伴发生矛盾时应如何解决。

师："小朋友，我们与小伙伴发生了矛盾，我们当时是怎样的
心情?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矛盾的.?"(幼儿可以边说边做样子)
师："有一首歌，里面讲了一对好朋友发生了矛盾，后来又和
好了。他们是怎么和好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师范唱)

二、初步感知：。

1.老师范唱，请幼儿体验歌曲中好朋友的情绪变化。

提问;你刚才听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让幼儿再听一遍。



2.幼儿学唱新歌，注意唱准切分音符和休止符。

(1)你听到了什么，根据幼儿的回答学习歌词。

(2)启发幼儿用两种不同的唱法来演唱歌曲前后两部分，即"
用断顿的唱法演唱前半部分，用轻快活泼的唱法演唱后半部
分"。

师：该怎样演唱歌曲的后面部分呢?(慢、轻且连贯)

鼓励幼儿与邻座的同伴合作进行歌表演。

(1)启发幼儿根据歌词内容，歌曲中人物的情绪变化，按乐句
创编相应的动作、表情

(2)请幼儿两两结伴有表情的边唱歌，边表演动作，帮助幼儿
体验与同伴交流、合作进行歌唱活动的快乐。

《拉拉勾》这个音乐活动，是一个教幼儿之间发生矛盾后如
何解决、和好的集体舞形式。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活动来进行，
第一节课必须先教会幼儿唱会歌曲，第二节课才是集体舞活
动。我按照我知道的想法一遍又一遍的教幼儿唱歌，可幼儿
只学了两三遍后便不再有爱好，无论我教唱的情绪有多饱满，
孩子们就是不愿意配合我!于是我突发其想，放任幼儿自由玩
耍，但条件是不能离开教室。话音刚落，全班幼儿一哄而散，
玩的玩玩具，看的看书……一下子变得活力四射，刚才那没
精打采的样子顿时无影无踪。这时，我意识到，孩子的学习
模式应该是动静结合的，老师不能顾虑课堂纪律等而束缚孩
子的学习模式，打压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小百科：两个小指缠绕拉钩，一般为许诺的一种方式，常用语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篇三

（黑板翻过来，出示挂在黑板上的.猩猩）

幼：大猩猩！

猩（教师模仿动物口气）：小朋友你们好啊！（大猩猩好！）

猩：我来和小朋友做一个游戏好吗？（好啊！）

猩：我们来做个藏五官的游戏，现在，你们跟着我一起来做：

小手小手拍拍，我的眼睛藏起来！

师：小朋友们好聪明啊！我们再来藏什么呢?

(根据幼儿提议进行游戏，藏五官)

猩：这回啊，我来看看小朋友们聪明不聪明，我请小朋友来
指出我的五官。

（请个别幼儿来指猩猩的五官）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篇四

今天，我执教了音乐活动《拍大麦》的第二教时，活动后与
吴颖颖老师进行活动后的交流，吴老师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
让我收获很多，以下就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第二教时中我的目标定位在：初步学习为乐曲设计出打击
乐配器方案，能集中注意力看指挥进行演奏，体验合作的乐
趣。这个目标不是很具体，结合这个乐曲的特点，xx xx︳xx xo︳
这是一个难点，这个节奏比较快后面还有空拍，所以幼儿可
能有时不能很好的控制，就可以把这一难点体现在目标中。



此外，在演奏方面也要有一些目标，可以把目标2中的能集中
注意力演奏改为：尝试有表情的演奏乐器。这样目标细化以
后，操作起来更加有针对性。

在活动中我引导幼儿说说自己配乐的方法。如：红色、黄色、
红色部分的.节

奏，分别可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为什么这样配乐？幼儿由
于看到小椅子下面摆放的乐器，幼儿又是坐成三组，所以幼
儿就按照老师摆放的乐器来为乐曲配乐，这里可能无意中给
孩子一种暗示。其实，老师可以把三种小乐器分类摆放在后
面的桌子上。幼儿说完自己的配器方案后，在按照自己的喜
爱，选择乐器为乐曲配乐。这样幼儿可能会自发的去配乐，
更加体现幼儿的自主性。

在每次上歌唱活动中，我们都会给幼儿多次欣赏音乐的机会，
所以幼儿能较

好的感受歌曲的节奏和旋律。那么在打击乐活动中，也要给
幼儿倾听同伴为乐曲伴奏的机会。在活动中，我把过多的精
力都放在引导幼儿看图谱打节奏上，在每一次用乐器伴奏时，
提出一些改进的提示。孩子们在演奏的时也只是关注于我的
乐器怎么打，图谱上有没有轮到我来伴奏，而没有机会去倾
听用乐器伴奏的效果。其实，可以请部分幼儿来演奏，部分
幼儿做观众来听，大家再说说演奏的怎么样？哪里需要改进？
在相互倾听的过程中，就为幼儿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从
而也感受到自己在伴奏时的效果，这样的倾听为后面的分组
完整演奏提供了经验。

在实际的教学中，开展歌唱活动时，我会引导幼儿有表情的
演唱歌曲，而在演奏乐器配乐时我却忽视了这一点。为什么
电视上有些人演奏时大家喜欢看，就是因为他们在演奏时将
情感、动作也投入进去，所以很吸引人。《拍大麦》这首乐
曲是很欢快的，所以在演奏的时教师也要引导幼儿有表情的



来演奏，体现乐曲中农民伯伯拍麦子时的喜悦心情。如：脸
部的表情、身上有些轻微的动作。这样幼儿在演奏时就能更
好的将乐曲的情感展现出来。

在开展活动中，我们也要给幼儿一些经验的积累，为以后类
似的活动提供经验迁移的机会。同样在开展打击乐活动中，
老师通常都会设计图谱，并用小乐器来配乐。如：可以引导
幼儿观察这个乐曲为什么这样配乐，有什么规律？教师提升、
总结相关的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幼儿就知道怎样来解
决了。教师要教会幼儿一种学习的方法，看图谱的方法、配
乐的方法等。

相信在不断的学习、总结中，自己在教学方面会有更大的进
步。

大班幼儿音乐教案篇五

1.引导幼儿用动作和歌声来表示歌曲的力度，速度的变化。

2.引导幼儿体验活动的乐趣。

音乐磁带，一把钉锤。

一、出示钉锤。

1.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了，这是钉
锤，钉锤有很多的用途，你们能说一说吗？”

2.老师模仿使用钉锤的动作。

二、学唱歌曲。

2、 欣赏歌曲两遍。



3.请小朋友们说说歌曲中的乔尼是怎么用钉锤干活的。

5.请幼儿想想该怎么替换歌词，教师可以提示和帮助。

6.引导幼儿演唱歌曲的音量可从弱逐渐加强，或是演唱速度
可由慢逐段加快。

三、幼儿尝试歌表演。

2.启发幼儿大胆为歌曲创编动作。

3.引导幼儿讨论如何用动作表现逐渐增多的钉锤。

4.教师引导幼儿并带领幼儿边听音乐边做动作。

5.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决定表演的次数。

四、延伸活动。

请幼儿回家教爸爸妈妈做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