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汇
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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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地演唱《幸福拍手歌》。

2.能够较为准确的演唱连续附点节奏，内心节奏感得到强化。

3.学会生活技能拧瓶盖。

感受音乐作品欢快的情绪、用歌声及恰当的肢体语言表现这
种情绪;创编歌词。

空瓶子、松子、歌曲范唱和伴奏。

一、音乐导入：

和幼儿以边唱边跳的形式演绎儿歌《爱我你就抱抱我》。

老师：宝贝们想一想当爸爸妈妈亲亲你、夸夸你、抱抱你的
时候你们幸不幸福啊。

幼儿：幸福。



老师：今天啊、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三个好朋友、先让我们来
问问他们幸福的时候会做什么。(教师分别拿出小熊、小马、
小兔子)

幼儿：(小熊、小马、小兔子)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教师以动物的口吻回答：

小熊：当我幸福的时候我会拍拍手，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如
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
幸福你就拍拍手啊那么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小马：当我幸福的`时候我会跺跺脚，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如
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如果感
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啊，那么大家都一起跺跺脚。

小兔子：当我幸福的时候我会拍拍肩，请大家跟我一起做，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肩、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肩，如果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肩啊，那么大家都一起拍拍肩。

教师请幼儿回忆小动物们表现幸福的形式。

教师：宝贝们让我们用小动物们表达幸福的方式在唱个歌吧?

播放儿歌和幼儿一起做动作演唱两边。

二、制作乐器小沙瓶

教师发给每个幼儿一个瓶子，在发几粒松子，教会幼儿拧开
和拧紧瓶盖。

三、创编歌词认识节奏

教师：宝贝们你们想一想当你幸福的时候会做什么啊?会不会
哈哈大笑啊?



幼儿：会

教师：那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笑哈哈，哈
哈(哈哈的时候摇晃小沙瓶)

跟伴奏做两遍。

教师：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要下课了，老师想在歌声中结
束我们这节音乐课好吗?记得，要配合我的歌声做动作哦!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点点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点点头，如果
感到幸福一起说声再见吧，那么大家都一起说再见。

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篇二

1、学习听辨音源方向，提高听音能力。

2、感受不同的音乐类型。

使幼儿在游戏中提高听辨音乐方向的能力。

按照游戏情结和音乐变化，调整音乐行为。

1、音乐盒两个、磁带

2、花仙子头饰两个（请大班幼儿班演化仙子），各种小动物
头饰每人一个

3、布置森林和家的环境

1、情景导入

“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进行一次特别的春游，我们要去的地
方叫神秘森林，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些地方要闭着眼
睛才能找到。所以呀，我们请了花仙子来帮我们带路，只要



跟着她们的音乐就能去神秘森林玩了。”

2、认识花仙子

出现两位花仙子，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来听一听她们神奇的音
乐吧。花仙子和小朋友们一起跳舞。

3、游戏

（1）现在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跟着花仙子的音乐去第一个
目的地――快乐谷吧。幼儿们跟着花仙子到达快乐谷，“小
朋友们快乐谷到了，大家睁开眼睛吧。”再一起跳舞。

（2）休息一下后，请第二个花仙子带我们去下一个目的.
地――蝴蝶谷“小朋友们，快把眼睛睁开吧，蝴蝶谷到了，
多漂亮呀。”，“小心不要吓跑了小蝴蝶哦。”

（3）“现在我们要分成两队了，想去小鸟家的请跟着第一个
花仙子，想去小兔家的请跟着第二个花仙子。

（4）“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今天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天
快黑了，我们该回家了，请跟着自己的花仙子回家吧。”

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原动力，幼儿只有有了兴趣才能产生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的愿望。爱好音乐是人的天性，有趣的音乐
活动能激起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其产生愉快的情绪，充分发
挥想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感受和创造。

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篇三

1、在感知音乐《七士进阶》的基础上，能在长音与重音处准
确做出打蚊子动作。

2、乐意参与音乐游戏，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感知音乐中的长音与重音，并做出相应的动作。

1、音乐图谱《打蚊子》

2、音乐《七士进阶》

（一）导入活动，幼儿听音乐进场。

1、师：孩子们，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进来吧。

（二）欣赏音乐，初步熟悉音乐《打蚊子》的旋律。

2、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三）进一步欣赏音乐，熟悉与理解音乐的长音与重音，并
能做出相应的打蚊子动作。

1．幼儿欣赏第一遍音乐《打蚊子》。

2、幼儿欣赏第二遍音乐《打蚊子》。

让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在长音处做蚊子飞的动
作）。

3、幼儿欣赏第三遍音乐《打蚊子》。（教师示范拍蚊子）。

师：蚊子真讨厌，我要把他赶走，听听在音乐的哪里是打蚊
子？

4、看图谱听音乐，重点在重音处打蚊子。

教学建议：对于幼儿出现的小状况予以提醒调整。

（四）在“打蚊子”的游戏中进一步听辨长音与重音，并能
准确做出打蚊子的动作。



1．师幼共同做打蚊人。

2、教师做蚊子，幼儿做打蚊人。

3、分角色玩游戏。

请一部分小朋友围成圆圈做打蚊人，3-5个小朋友在圆圈内做
蚊子。

（五）结束部分

现在蚊子都被我们赶走了，让我们跟狼狈逃走的蚊子再见吧。

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篇四

1、感受音乐的活泼与动感，知道被蚊子咬后的正确处理方法。

2、能遵守游戏规则，并尝试跟着音乐创造性地表现拍蚊子、
止痒等动作。

3、乐意参与游戏，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1、物质材料准备：ppt、图谱、音乐、蚊子道具、灭蚊拍

2、知识经验准备：知道一些止痒、灭蚊的方法

（一）故事导入，激发兴趣。

最近老师发现好多宝宝身上都出现了红色的包，这些包是怎
么来的？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和蚊子有关的故事，故事
就藏在音乐里，你们仔细听哦！

这段音乐讲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拍蚊子的`故
事！



（二）逐段欣赏，创编动作。

1、了解a段，创编飞蚊动作：

请你来说一说这一段音乐里，小蚊子在干什么？你听到了什
么声音？它是怎么飞的呢？

飞来后它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当小蚊子吧！

学习b段，创编拍蚊动作：谁被吵醒了？小哥哥做了什么事？
他是怎样拍蚊子？

了解游戏规则，跟着音乐拍蚊子。

（三）完整欣赏，快乐游戏。

1、整体演绎，梳理故事。

2、师幼互动，体验快乐。

小班奥尔夫音乐你的名字叫教案篇五

《小松鼠进行曲》这个活动是选自小班奥尔夫音乐教材的一
个音乐。第一次在亲子班尝试进行奥尔夫音乐教学，整体是
比较成功的'。整节课中以小松鼠老师带小朋友秋游为线索，
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亲子班的孩子年龄较小，词汇量较贫乏，
对于“秋游”一词的理解较为生疏，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
应该多丰富孩子的词汇量。这个活动的设计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肢体律动，第二个是跟随音乐在教室进行爬山、过
独木桥、钻山洞的律动，最后就是让孩子使用乐器进行集体
演奏。

首先孩子们在进行肢体律动时，都能跟随老师进行刷牙、洗
脸、照镜子、穿衣服的动作模仿，在模仿过程中，孩子们的



积极性很高，因为这些简单的动作都是孩子们生活中经常接
触的。每一个肢体动作孩子们都使用固定拍进行。

第二个活动时，引导孩子们出去玩要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孩
子们的生活经验较浅，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最后在老师的
帮助下，孩子们集体学习爬山、过独木桥、钻山洞的动作。

在活动中，我发现孩子们的模仿能力非常强，而且很愿意参
与这类模仿的活动。有些孩子特别在过独木桥时，模仿老
师“身体摇摇晃晃”的动作时，活灵活现。

最后一个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尝试，对于亲子班孩子来说也是
一个挑战——让孩子们使用乐器集体演奏。很多老师都说小
班的孩子在使用乐器时很麻烦，因为孩子年龄小，自制力较
弱。总结去年一年带小班的经验，其实孩子们是非常愿意参
与乐器演奏这个活动的，只要老师提前将活动规则强调好，
并在活动中给予提醒的话，活动还是很好操作的。于是我在
这个环节中，先让孩子们认识好乐器，然后再强调使用乐器
的规则，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瞪得圆溜溜的眼睛时，我已经明
白孩子们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第一次接触乐器，
孩子们免不了有些兴奋，所以我尽量的满足好孩子们的需求，
首先让他们随意的拍、敲、摇，让乐器发出声音。然后再进
行集体演奏。

这个方法很奏效，孩子们有了尝试乐器发声的经验，接下来
我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让乐器发出声音，跟随老师进行集
体演奏。在演奏前，我特别强调让孩子们一定要看老师的指
挥，老师手握拳头就代表要让小朋友和乐器“休息”。让我
很欣慰的是这些小家伙操作乐器起来都能按老师的要求进行，
没有出现教室里一团糟的现象。

从这个活动中我总结出：0—3岁是孩子们行为习惯和规则意
识培养的关键期，这个时候的孩子教什么会什么。孩子们虽
然年纪小，只要在每个活动中强调好规则，进行任何一个活



动都是很简单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工作中强调的学习常规
的培养。在以后的活动中，我的教学工作也有了一个整体的
方向，多让孩子们动手，动手的同时又动了脑，而且又构建
了孩子们的规则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