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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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
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篇一

歌曲《老牛和小羊》是一首二声部合唱，孩子们初步尝试二
声部合唱。二声部合唱是这节课的重难点，练习曲设计就是
用了老牛和小羊的叫声，同学模仿，既增添了趣味性，引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为第三乐句的合唱做了很好的铺垫，
降低了学生合唱的难度。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意和声的培
养，在音色上要做到和谐、统一，同学之间要互相配合，要
注意和声效果!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并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2、体验同伴间的友爱之情。

3、对音乐活动感兴趣，能大胆表现自己的感受。

4、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小羊头饰一个、小猫、小鸡、小鸭、小花猫的头饰;录音磁带
一盒。

活动过程：

一、激趣引题

今天小羊过生日，它会请哪些小动物来和它一起过生日呢?我
们一起来听歌曲《小羊过生日》。

二、学唱歌曲

1、听音乐开着小气车来到小羊家。

2、祝贺小羊生日快乐，为小羊唱生日歌。

3、小羊还邀请了很多小动物。教师边演示教具，边演唱，引
出歌曲内容。

提问：小羊还邀请了谁参加生日晚会?

它们分别怎样祝贺小羊的，请你学一学。

三、表演歌曲

请幼儿自由选择当一种动物，戴好头饰，边唱边围坐向小羊
问好。

四、改编歌词

活动反思：

在活动的一开始，听说要给小羊过生日，孩子们的兴趣即刻
被调动起来了，活动的气氛非常好。由于这首歌曲旋律平和、
简单、富有情趣，幼儿很容易掌握。当我在幼儿学唱的过程



中，逐个出示不同的'小动物，许多幼儿能改编歌词进行演唱。
这时，我顺势推出本月生日的孩子“闻韬”，孩子们都很惊
喜。

于是，我就说：“刚才小动物们给小羊庆祝生日，现在我们
也给闻韬庆祝生日好吗?那怎么庆祝呢?”孩子们纷纷开始尝
试改编歌词，有的孩子非常兴奋，在改编动物叫声部分怪叫，
这恰恰是改编的难点，现场的气氛很乱。如何化解这一难点，
这时，我就问闻韬是否喜欢这样的祝福，他摇摇头，孩子们
随即安静了下来。于是，我适时地引导他们进行改编，有的
孩子说可以把动物叫声部分改成“生日好、闻韬好……”，
整个活动轻松、自然、愉快，尤其是闻韬笑得合不拢嘴了，
开心的不得了。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并模仿小动物的叫声。

2、体验同伴间的友爱之情。

3、对音乐活动感兴趣，能大胆表现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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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小羊头饰一个、小猫、小鸡、小鸭、小花猫的头饰；录音磁
带一盒。



活动过程：

一、激趣引题

今天小羊过生日，它会请哪些小动物来和它一起过生日呢？
我们一起来听歌曲《小羊过生日》。

二、学唱歌曲

1、听音乐开着小气车来到小羊家。

2、祝贺小羊生日快乐，为小羊唱生日歌。

3、小羊还邀请了很多小动物。教师边演示教具，边演唱，引
出歌曲内容。

提问：小羊还邀请了谁参加生日晚会？

它们分别怎样祝贺小羊的，请你学一学。

三、表演歌曲

请幼儿自由选择当一种动物，戴好头饰，边唱边围坐向小羊
问好。

四、改编歌词

活动反思：

在活动的一开始，听说要给小羊过生日，孩子们的兴趣即刻
被调动起来了，活动的气氛非常好。由于这首歌曲旋律平和、
简单、富有情趣，幼儿很容易掌握。当我在幼儿学唱的过程
中，逐个出示不同的小动物，许多幼儿能改编歌词进行演唱。
这时，我顺势推出本月生日的孩子“闻韬”，孩子们都很惊
喜。于是，我就说：“刚才小动物们给小羊庆祝生日，现在



我们也给闻韬庆祝生日好吗？那怎么庆祝呢？”孩子们纷纷
开始尝试改编歌词，有的孩子非常兴奋，在改编动物叫声部
分怪叫，这恰恰是改编的难点，现场的气氛很乱。如何化解
这一难点，这时，我就问闻韬是否喜欢这样的祝福，他摇摇
头，孩子们随即安静了下来。于是，我适时地引导他们进行
改编，有的孩子说可以把动物叫声部分改成“生日好、闻韬
好……”，整个活动轻松、自然、愉快，尤其是闻韬笑得合
不拢嘴了，开心的不得了。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篇四

一、教材分析：

歌曲《老牛和小羊》为宫调式，四二拍，由三个乐句组成。
歌曲中老牛和小羊的叫声分别用固定的动机表现，在第一、
第二乐句反复出现，既为歌曲增添了趣味性，引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又为第三乐句合唱的出现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三乐
句巧妙地把小羊与老牛的叫声设计为高低两个声部、形成四
度和声，降低了学生学唱的难度。最后两小节又回到了齐唱，
完美地结束在主音上。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能用自然的声音有表情地演唱。

2、技能目标：能初步尝试二声部的演唱，并分辨声部的不
同;能以多种形式演唱歌曲。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乐感，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三、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动物王国里要举行音乐会，许多动物都来参加。
(课件出示森林里各种动物聚会的情景)你们想去听吗?生：想。
过渡：那我们就先来闯关吧!(课件出示发声练习曲)。

2、发声练习

(1)、师生练习演唱：指导学生唱“咩”时，声音位置高一些，
唱“哞”时气息要控制好，声音要有共鸣。

(2)、分辨音的高低：

师：羊和牛的声音，谁的声音高呢?生：小羊的声音高，老牛
的声音低。师：孩子们听得真仔细!

3、导入新课:

师：听到同学们的歌声，老牛和小羊可高兴了，它们也动情
地唱起了歌，要和我们比一比(课件播放《老牛和小羊》)。
聆听歌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老牛和小
羊》。

4、学唱歌曲：

(1)、聆听范唱。(歌曲第三乐句是两个声部的合唱)启发学生
听老牛的声音。(播放课件)师：讲解合唱。

(2)、学生分两组，分组模唱第二乐句。(播放课件)

(3)、分为两组，师生合作演唱歌曲第一声部。(播放课件)

(4)、第二声部(注意第三乐句有变化哦)!(播放课件)

5、练习合唱：(播放课件)

(1)、启发学生发现老牛和小羊同时唱歌，在老师的指挥下，



两个声部一起唱歌;

(2)、师生接唱，帮助学生进一步完整地熟悉歌曲。

(3)、练习过程中，在唱准自己声部的同时，要注意倾听其他
声部的声音，两个声部的声音应保持和谐、统一。

(4)、完整演唱。

四、表现歌曲：

启发学生采用多种形式演唱歌曲：齐唱、领唱与齐唱、分角
色演唱、合唱。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歌曲《老牛和小羊》，初步尝试了二声部合
唱，并且采用了多种形式演唱歌曲。我们上了一节快乐的音
乐课，祝愿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学习中“放声歌唱”每一天，
“快乐学习”每一刻。

幼儿园问好歌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在探索中感知木耳在水里泡发后的有趣现象。

2．运用多种方式，体验木耳的不同变化，感受快乐。

3．愿意动手尝试玩泡发实验，激发科学探究的兴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活动准备：

干木耳、水、盆。

活动过程：

一、品尝木耳菜，感受木耳做菜后软软的特性。

师：今天老师请小朋友来品尝一道好吃的菜。

师：吃好的小朋友快来告诉我有什么感觉？你的感觉是怎样
的呀？（软软的-这个词语真好听，我们一起来学一学；香香
的---这是你品出来的味道！）

师：看你们吃得香香的，一定很美味，这道菜吃到嘴里软软
的，很鲜美。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呢？（鸡蛋，那黑黑的是什
么呢？）谜底藏在你们的椅子底下，去找一找吧。

二、观察干木耳，了解干木耳的特征。

师：黑黑的东西是木耳，我们来看看，这个木耳长什么样子
呢？你可以用手摸一摸，搓一搓，也可以闻一闻，说说你的
感觉。（硬硬的---你的感觉和我是一样的；小小的-----你
是看出来的；黑黑的----颜色你也看出来了，有味道---这是
木耳特有的香味，我们一起来闻一下！）师：干小木耳小小
的，硬硬的，我们来学一学他的'样子。

师：咦？干木耳小小的硬硬的，刚才吃的木耳却是软软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这是生的干木耳，
他还会变魔术呢！

三、运用多种方式，感知体验木耳泡发的有趣变化。

1．实验操作，感知木耳泡发后的变化。



师：我们请热水朋友来帮帮忙，把小木耳轻轻的放进盆子里，
小心热水烫，让小木耳泡一会儿。

（1）幼儿操作，感知。

师：老师给小朋友也准备了木耳和水，请你也去试一试，看
看木耳会发生什么变化。

（2）讲解观察结果，得出干湿木耳的不同。

师：你的小木耳在热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你用动作来学一
学！我们一起学一下！

师：你用手摸到泡热水后的木耳有什么感觉？谁会用动作学
软软的感觉？

师：小木耳泡了热水澡以后啊，慢慢变大变软了，在热水里
翻个身子。谁会学学它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小结：原来小小的硬硬的干木耳泡水后会变大，变得湿湿的、
软软的，这个现象叫泡发。

2．体验游戏“变呀变”，感受快乐。

师：小朋友，你们想做小木耳吗？我们一起来玩个“变呀
变”的游戏，快干干的小木耳快到我身边来吧！你们泡发出
来了以后，我还会炒一盆香香的木耳菜呢。让我看看哪个小
朋友学做干木耳学得最象，这位小朋友把自己的小身体抱得
紧紧的真象一颗干干硬硬的小木耳。

师：干干的小木耳准备洗个热水澡啦，快跳进水里，在水里
泡一泡，翻一翻，扭一扭，慢慢变大啦！这个小朋友把小手
小脚都伸展开来好大哦！让我摸下有没有泡发开了！老师检
查：真的一个个泡得软软的大大的，看来好炒菜了！快让我



撒点佐料，炒一炒！（老师这里炒一下：这个木耳可真香啊！
那里炒一下：这个木耳一定很好吃……（跟着音乐做小木耳，
随着音乐慢慢变大。教师扮演炒菜者翻炒木耳。）师：一大
盆香香的炒木耳做好了，让我来品尝一下吧！啊呜啊呜，真
好吃！游戏好玩吧！请你们轻轻地回到位置上去。

四、迁移生活经验，了解其他可以泡发的食物。

1．通过课件，了解更多泡发食物。

师：我们的小木耳可真会变魔术，生活中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一下子吃不了，人们就会把他们晒干，以后要吃的时候就用
水把他们泡发开，再做做吃。来看看还有哪些食物也可会玩
泡发小魔术的。

2．结束活动，延伸内容。

师：会玩泡发魔术的东西还真不少呢，我们可以回家问问爸
爸妈妈还有哪些食物也会玩这个小魔术的，去告诉更多的好
朋友！

活动延伸：

去科学角里继续寻找泡发的东西，玩体验游戏，感觉快乐。

活动反思：

设计活动时，我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尝试运用“做中
学”的教育理念，从幼儿生活经验出发，引导幼儿通过自己
的探究和发现获得有关的经验。同时考虑到趣味性对小班幼
儿来说尤其重要，就以游戏的形式来贯穿始终，持续引发幼
儿内在的探究动机和兴趣。

这次活动总的来说效果比较好，幼儿对活动内容非常感兴趣，



发言积极踊跃，当看到水中的木耳慢慢变大了后，他们都兴
奋地拍起手来，活动结束时好多幼儿还意犹未尽。我觉得活
动效果比较好的原因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活动内容贴近幼
儿生活，从幼儿熟悉的生活用品（木耳）入手；二是幼儿亲
手验证，感受变化，满足了参与活动的愿望；三是活动是在
比较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

在活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活动的第一环节我把握
的不到位，小结和过度的语言没有说，导致幼儿在后面的环
节中，不太会模仿小木耳硬硬小小的特点。而在体验游戏中，
幼儿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了我的服饰和道具上，对我的新角
色表示很好奇，没能投入到体验游戏中，可以事先和幼儿熟
悉这个游戏，将体验融入到娃娃家的游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