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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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篇一

1、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习用甜美的声音歌唱，表现春雨与
种子的亲密关系。

2、借助种子发芽生长的图示为线索来记忆歌词，学习有序地
演唱。

3、注意听琴声，体验随音乐用歌声、动作表达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物质准备：种子发芽生长图一幅，其中有序的介绍了种子
喝水、发芽、出土、生长的四个过程。小海狸种子的图片。

2、经验准备：幼儿对种子的生长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能够
表演歌曲《春天》。

1、幼儿表演歌曲《春天》入场。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带上了许多种子宝宝，要找个好地
方把种子宝宝种下去。

2、幼儿倾听前奏。



――我已经在地上挖上了许多坑。我要把我的种子宝宝一粒
粒放进去哦。

教师边唱节奏，边挖坑，幼儿有序地一个个坐到坑里(椅子
上)。

3、幼儿初步理解歌曲内容。

――种子宝宝全都种好了，再盖点土吧。

教师边做盖土动作边演唱歌曲的前奏和前半段。唱到种子种
子在说话的时候停下。

――种子宝宝在说什么?

接着演唱歌曲后半段。

――种子说了什么?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情况用语言、动作将歌词做适当的解释，
帮助幼儿理解。

4、幼儿看图示及教师的动作暗示，学唱歌曲。

――种子宝宝，你们想喝春雨吗?

教师边完整演唱歌曲。前半段做春雨洒向种子的动作。后半
段给幼儿做种子的动作提示。

幼儿看图示及教师的动作暗示进行演唱，表现出歌曲中“春
雨”与“种子”的亲密关系。

5、幼儿记忆歌曲的顺序，尝试脱离图示，自己表演唱。

――我来给种子翻翻土吧。教师观察幼儿掌握情况，掌握得



较好的幼儿就给他“翻土”。幼儿脸朝右边。

6、幼儿大胆地表演。

鼓励幼儿两两结伴演唱。

――我的种子宝宝出土了，还想找个朋友一起生长呢。

――我的种子宝宝都开出了花。发了芽，开了花，结了个什
么呀?

幼儿说说自己结了什么果实。

7、幼儿听音乐退场。

――我要这些果实都背回家吧。

本次活动我在设计时将幼儿当成一粒粒的小种子，加入了很
多生活中的情境，如把种子一粒粒种到泥土里、盖土、喝春
雨、翻土、开花、结果等。幼儿在这些情景中一遍遍的学唱
歌曲。将原本枯燥的学习变成了好玩的游戏。在活动中我通
过给幼儿盖土、喝春雨时的身体接触，将师生互动变得轻松、
愉快，表现出了春雨与种子的亲密关系，使目标得到了较好
地实现。两粒种子出土后一起快乐的生长，使幼儿之间的生
生互动得到了实现。

对于整首歌曲来说，由于没有更有效的利用图谱和动作的记
忆，因此在后半段歌曲的演唱时，幼儿还是需要老师一起唱。
而且“哎呀呀，我要。。。”最后拖得太长，我在课前没有
灵活地做处理，将尾音减少两拍，可能效果会更好。

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篇二

1、引导幼儿用歌声和动作感受春天的美景。



2、能跟随歌曲有节奏的进行游戏。

3、熟悉(xx)歌曲的旋律，学唱歌曲，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4、熟悉(xx)歌曲的旋律，理解歌词内容，跟唱歌曲，提高学
新歌的兴趣。

音乐磁带

1-4小节：由一部分幼儿扮演下雨的动作。

5-8小节：由一部分幼儿扮演种子。

在场地中间自由做动作。随着音乐种子做慢慢长大的动作。

交换角色扮演。

《春雨沙沙》是一篇非常好听、活泼、欢快，富有动感的歌
曲。它描写了春雨中迷人景色。歌曲节奏较简单，歌词结构
工整，语言具有韵律感，适合中班幼儿学习。这首歌曲主要
是让幼儿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能较清楚的演唱歌曲。
活动中既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的观点。将教师作为幼儿发展的引导者，支持幼儿的`自
主发展，在支持中进行有效引导。在教学过程中及时有效地
回应幼儿，不仅能梳理提升幼儿的经验，还能肯定鼓励幼儿
激发幼儿思维学习的积极性，本次活动总的来说效果非常好，
幼儿兴趣高，能感受歌曲的优美，用不同的力度来演唱歌曲。
而且幼儿是以角色的身份来演唱。演唱的时候非常有感情，
很投入。

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篇三

一、活动目标：1、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习用甜美的声音歌
唱，表现春雨与种子的亲密关系。2、借助种子发芽生长的图



示为线索来记忆歌词，学习有序地演唱。3、注意听琴声，体
验随音乐用歌声、动作表达的快乐。二、活动准备：1、物质
准备：种子发芽生长图一幅，其中有序的介绍了种子喝水、
发芽、出土、生长的四个过程。小海狸种子的图片。2、经验
准备：幼儿对种子的生长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能够表演歌曲
《春天》。三、活动过程：1、幼儿表演歌曲《春天》入
场。——今天的天气真好，我带上了许多种子宝宝，要找个
好地方把种子宝宝种下去。2、幼儿倾听前奏。——我已经在
地上挖上了许多坑。我要把我的种子宝宝一粒粒放进去哦。
教师边唱节奏，边挖坑，幼儿有序地一个个坐到坑里（椅子
上）。3、幼儿初步理解歌曲内容。——种子宝宝全都种好了，
再盖点土吧。教师边做盖土动作边演唱歌曲的前奏和前半段。
唱到种子种子在说话的时候停下。——种子宝宝在说什么？
接着演唱歌曲后半段。——种子说了什么？教师根据幼儿的
回答情况用语言、动作将歌词做适当的解释，帮助幼儿理解。
4、幼儿看图示及教师的动作暗示，学唱歌曲。——种子宝宝，
你们想喝春雨吗？教师边完整演唱歌曲。前半段做春雨洒向
种子的动作。后半段给幼儿做种子的动作提示。幼儿看图示
及教师的动作暗示进行演唱，表现出歌曲中“春雨”与“种
子”的亲密关系。5、幼儿记忆歌曲的顺序，尝试脱离图示，
自己表演唱。——我来给种子翻翻土吧。教师观察幼儿掌握
情况，掌握得较好的幼儿就给他“翻土”。幼儿脸朝右边。6、
幼儿大胆地表演。鼓励幼儿两两结伴演唱。——我的种子宝
宝出土了，还想找个朋友一起生长呢。——我的种子宝宝都
开出了花。发了芽，开了花，结了个什么呀？幼儿说说自己
结了什么果实。7、幼儿听音乐退场。——我要这些果实都背
回家吧。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我在设计时将幼儿当成一粒粒的小种子，加入了很
多生活中的情境，如把种子一粒粒种到泥土里、盖土、喝春
雨、翻土、开花、结果等。幼儿在这些情景中一遍遍的学唱
歌曲。将原本枯燥的学习变成了好玩的游戏。在活动中我通



过给幼儿盖土、喝春雨时的身体接触，将师生互动变得轻松、
愉快，表现出了春雨与种子的亲密关系，使目标得到了较好
地实现。两粒种子出土后一起快乐的生长，使幼儿之间的生
生互动得到了实现。对于整首歌曲来说，由于没有更有效的
利用图谱和动作的记忆，因此在后半段歌曲的演唱时，幼儿
还是需要老师一起唱。而且“哎呀呀，我要。。。”最后拖
得太长，我在课前没有灵活地做处理，将尾音减少两拍，可
能效果会更好。

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篇四

一、谈话导入：

1、前几天，我们去户外寻找春天的声音了，我们找到了哪些
春天的声音？（指名回答）

春风：沙沙沙，小鸟：喳喳喳，河水、溪水：哗哗哗，蜜蜂：
嗡嗡嗡，小朋友：嘻嘻嘻......

2、春天还有哪些声音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自然的声
音》。（播放音乐）

3、你们听到了什么声音？哪些声音是属于春天的声音？

二、学习诗歌：

1、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有关春雨的儿歌。（播放诗歌朗读）

2、结合挂图提问：

（1）师：春雨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轻轻的，落在地上很轻；
细细的，长长的，声音小小的......）

师：谁能学一学？（滴滴答，滴滴答..........）



师：为什么说春雨在弹吉他？（春雨的声音好听，像弹吉他
一样。）

（2）师：是谁在听春雨谈吉他？（花婆婆、蜗牛弟弟、蝴蝶
姐妹）

（3）师：在挂图中找一找，花婆婆在哪？（让学生指一指）

师：花婆婆听到了春雨的声音是怎么做的？（花婆婆竖起了
耳朵）

师：看，花婆婆竖起了耳朵！（老师做动作：两手在胸前合
掌后打开，做花瓣的动作。让幼儿模仿动作）

（4）师：蜗牛弟弟、蝴蝶姐妹在哪呢？（让幼儿指一指）

师：它们听到了春雨的声音又是怎么做的？（蜗牛弟弟伸长
了脖子，蝴蝶姐妹停止了飞舞。）

做动作，让幼儿模仿：

蜗牛弟弟伸长了脖子：右手食指和中指伸直，其他三指轻握做
“剪子”状放在下面，左手轻握做“石头”状，放在右手的
手背上。

蝴蝶停止了飞舞：两臂在身体两侧请摆两次，然后手背相对
停在头上方。

（5）师：春雨的声音为什么会让花婆婆竖起了耳朵、蜗牛弟
弟伸长了脖子、蝴蝶姐妹停止了飞舞？（因为春雨的声音太
美妙好听了）

（6）师：它们都陶醉在春雨的吉他声中――两手合掌放在耳
旁，闭眼做陶醉状。（幼儿学做陶醉动作）



（7）师小结：春雨的声音美妙动听，让花婆婆竖起了耳朵，
蜗牛弟弟伸长了脖子，蝴蝶姐妹停止了飞舞。（教师边总结
边做动作）

三、朗诵表演儿歌：

再次播放《春雨的吉他》，让幼儿表演。

师：让我们跟着录音朗读诗歌，并请小朋友们根据诗歌内容
配上动作。

四、仿编儿歌：

（1）师：除了春雨会弹吉他，春天里还有许多动听的声音，
如果把这些声音编到儿歌里，一定也很好听，试一试，什么
声音能编进来？（幼儿尝试编儿歌，教师指导仿编，并借助
纸张和黑板记录，只编开头和结尾部分，中间不变。）

（2）展示创编的儿歌，教师鼓励。

师：老师记录了几位小朋友仿编的儿歌，我朗诵给大家听听。

沙沙沙，沙沙沙，春风在弹吉他，...........它们都陶醉在
春风的吉他声里。

喳喳喳，喳喳喳，小鸟在弹吉他，...........它们都陶醉在
小鸟的吉他声里。哗哗哗，哗哗哗，溪水在弹吉
他，...........它们都陶醉在溪水的吉他声里。嗡嗡嗡，嗡
嗡嗡，蜜蜂在弹吉他，...........它们都陶醉在蜜蜂的吉他
声里。嘻嘻嘻，嘻嘻嘻，小朋友在弹吉他，.......它们都陶
醉在小朋友的吉他声里。

（3）让小朋友朗读表演自己编的儿歌。

五、结束



小班春雨教案重难点篇五

一、根据动物不同的特点，了解它们在春雨中不同的表现。

师用儿歌中的语言进行小结。

师：“原来，小青蛙、小鸭、小鱼儿不怕雨，它们唱着歌、
跳着舞、淋着雨，真快活。”

2、那小蚂蚁、小兔、小鸡它们喜欢春雨吗？

它们也喜欢春雨，可是它们害怕淋雨，为什么它们害怕淋雨
呢？那怎么办呢？先让幼儿猜想。

师：“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来帮助它们，我为它们准备了
蘑菇伞、树叶伞、花瓣伞，请你根据它们的大小帮它们选择
一顶合适的伞。”

当幼儿为小动物选择好合适的伞后，教师用儿歌的语言进行
表述。

二、运用投影仪，让孩子完整地欣赏儿歌，感受春雨带来的
快乐气氛。

师：“你们喜欢春雨吗？那你们到春雨中去玩的时候，该学
哪些小动物？为什么？”提醒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三、讨论

师：“除了小动物，我们小朋友喜欢春雨以外，还有谁喜欢
春雨呢？”让孩子初步了解植物的生长也离不开春雨。教师
可以现场将幼儿选择的图片用诗歌的语言来表述。

附诗歌：下春雨了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兔打着一把蘑菇伞。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鸡打着一把树叶伞。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蚂蚁打着一把花瓣伞。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青蛙“呱呱呱”唱着歌，淋着雨，
真快活。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鸭子“呷呷呷”唱着歌，淋着雨，
真快活。

下春雨了，滴答滴答，小鱼儿游来游去，跳着舞，淋着雨，
真快活。

评课：

《下春雨了》这首诗歌的内容主要以动物在春雨中的不同的
活动分为两段，小兔、小鸡、小蚂蚁怕淋雨，它们需要伞，
小鸭、小青蛙、小鱼儿本身就生活在水里，所以喜欢雨水，
不怕淋雨，。作者通过动物形象，形象地简单地描述让孩子
们感受春雨所带来的快乐气氛。

我之所以选择《下春雨了》作为本次活动的教材，主要考虑
到现在的季节正好是春天，近期经常下春雨，孩子们有一定
的感受，而且，孩子的天性喜欢下雨，他们喜欢在雨中嬉戏，
感受雨水带给他们的快乐。

活动流程：主要分成三步：理解——欣赏——迁移

一、根据动物不同的特点，了解它们在春雨中不同的表现。
这里教师主要采用活动式的教具，将诗歌的内容分解化了，
通过教师的提问和孩子的操作，以及教师用儿歌的语言进行
小结，带给孩子初步的感受。



二、运用投影仪，让孩子完整地欣赏儿歌，感受春雨带来的
快乐气氛。

使用投影仪操作减少了教师口手并用，能让孩子结合图片欣
赏到完整的诗歌内容。这里教师结合实际注重了对幼儿自我
保护的教育。

师：“你们喜欢春雨吗？那你们到春雨中去玩的时候，该学
哪些小动物？为什么？”提醒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三讨论：让孩子初步了解植物的生长也离不开春雨。教师可
以现场将幼儿选择的图片用诗歌的语言来表述。

我对这个活动设计的思考：

1、活动内容的选择能结合现在的主题活动与季节，有一定的
适宜性。

2、采用图示分解法能很好地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同时又
注重给孩子完整的欣赏，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

3、能借助动物的形象适时地对孩子进行自我保护的教育以及
互相帮助的.情感引导。

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诗歌，初步了解下春雨时，小动物不同的活动，
感受春雨带来的快乐气氛。

2、让孩子初步了解植物的生长也离不开春雨。

活动重难点：

1、重点：通过欣赏诗歌，初步了解下春雨时，小动物不同的
活动，感受春雨带来的快乐气氛。



2、难点：根据动物不同的特点，了解它们在春雨中不同的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