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火把节教案音乐(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火把节教案音乐篇一

（准备过火把节那天的活动——打扫房子，准备节日饭菜，
斗牛、摔跤，点燃火把奔向田野山川，围着篝火尽情歌舞，
火把节的来历）

2.你最喜欢哪些场面，说说自己的感受。

3.说说彝族火把节的来历。了解了这个传说，你想到了什么？
大家交流。

（通过第2、3两问，了解彝族的民族风情和彝家人的优良美
德，从而感受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

火把节教案音乐篇二

活动目的：

1、通过各种感知去了解七月“火把节”的相关知识，懂
得“火把节”的由来、风俗习惯等等。

2、在活动中感受“火把节”的热闹气氛，培养幼儿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情感。

活动准备：

彝族“火把节”的相关图片或录像



活动过程或建议：

(一)教师扮演“导游”让幼儿坐上“旅游大篷车”进行“中
华民族风情旅游”，引出主题。

(二)出示图片，让幼儿了解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的相
关知识。

提问：1、图上的人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2、他们在做什么?

3、你知道他们在过什么节日吗?

：这是彝族人特有的节日叫做“火把节”，一般在七月举行，
到了那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扎火把，天一黑就到一个空旷的地
方把大家的火把堆在一起，点起熊熊大火，然后彝族人便围
着火堆载歌载舞，庆祝节日。(三)了解彝族“火把节”的由
来。

教师

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故事《英雄战天魔》

(四)体验彝族“火把节”的热闹气氛。

1、游戏：《对歌》

2、游戏：《摔交》

3、制作：《火把》

活动二：音乐《热闹的火把节》

活动目标：



1、学习跳集体舞，感受音乐的热烈情绪。

2、进一步感受“火把节”中彝族人的欢快心情。

活动准备：

?热闹的火把节》的磁带;人手各一个自制火把。

活动过程或建议：

(一)、在《热闹的火把节》的音乐声中，孩子们手拿自制的
火把自由的跳舞，感受音乐的热烈气氛。

(二)、学习集体舞《热闹的火把节》。

1、学习彝族舞的基本动作：小跳步、踏点步。

2、学习舞蹈的基本队行变化。

(三)、进行动作创编活动，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四)、表演集体舞《热闹的火把节》，体验舞蹈的快乐情绪。

环境创设：

在教室四周贴上彝族“火把节”的相关图片，并将孩子自制
的火把贴于教室的墙上。

生活渗透

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各种游戏，如：《对歌》、《斗牛》等。

家庭渗透：

家长可以多给幼儿讲一些有关“火把节”的故事与知识。



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使幼儿基本掌握了彝族“火把节”的相关的
知识，不仅丰富了幼儿的社会经验，并且也培养了幼儿对少
数民族的情感，加深了认识。

火把节教案音乐篇三

阮是我国民族弹拨乐器中很有特点的乐器之一。现在使用的
改良阮分为四种：低阮、大阮、中阮、小阮。三弦或四弦，
有品，按十二平均律装置。阮的演奏技巧不是很复杂，演奏
方法及符号与琵琶相同。右手指法有弹、挑、双弹、双挑、
分、滚、划等；左手只按音。小阮主要用于演奏旋律；中阮、
大阮、低阮主要担任和声伴奏。四种阮的音色圆润而丰厚，
颇具特色，并且自成一族。在乐队中可起强有力的作用。目
前民族管弦乐队中主要使用大阮和中阮。《火把节》共分为
三段，在一个简单的引子后，具有浓郁彝族风味的慢板a段主
题轻柔地出现，旋律轻柔、优美。b段热烈奔放，展示了人们
手擎火把载歌载舞的情景。最后a段再现，显得优美有韵味。

火把节教案音乐篇四

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日，流行于云南、贵州、
四川等彝族地区。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族也过这一节日。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最盛大、场面最
壮观、参与人数最多、最富有浓郁民族特征的节日，更是全
族人民的盛典。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
节期三天。20xx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火把节教案音乐篇五

同学们，你们知道“火把节”是哪个民族的节日吗？(彝族)



你知道哪些和火把节相关的知识？(简介彝族及火把节，出示
相关图片)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
云南和广西。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一般于农历
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届时要杀牛、杀羊，祭献祖先，有的地
区也祭土主，相互宴饮，吃坨坨肉，恭祝五谷丰登。火把节
一般欢度三天，头一天全家欢聚，后两天举办摔跤、赛马、
斗牛、竞舟、拔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举行盛大的篝火
晚会，彻夜狂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凉山，走进彝
族的火把节去感受那盛大的节日气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