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艺术粽子 小班律动汽车嘀嘀
音乐活动教案(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艺术粽子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让孩子“开车”的切身实践教学，体会集体游戏的高
兴愉快，进而体会日常生活内的美。

2、培育小孩勇敢使用蜡笔画画的综合能力。

3、学习用蜡笔画连续贯通、流利的线条。

4、能呈现自己的作品，并能欣赏别人的作品。

5、培养幼儿良好的作画习惯。

活动重难点：

勇敢使用线条表现开车的场景。

线条的连续贯通、流利。

教学准备：

1、画画教学用具：长形大画纸红、黄、蓝色的蜡笔数个。



2、欣赏画4幅，青草画1幅。

3、纸箱小车子1辆，地拖一把。

教学过程：

一、创建“开车”的游戏

让孩子体会集体游戏的愉快，进而启发孩子在纸上“开车”
的兴致。

师：玩开车时，心情认为怎样?大伙儿一块儿玩游戏时多高兴
呀。

二、启发孩子怎样表现车子开过的路。

1、观测和察看刚刚玩游戏车子开过的路。

提问：你发现了啥?像啥?

雨点的线条怎样?

路的线条是怎么样的?

3、幼儿教师演示，协助孩子处理好难点。

师：今日我们便用蜡笔当车子，嘀嘀，汽车向前开啦，一会
往这边转弯，到了麦当劳，一会又往那边转弯，到了公园，
嘀嘀嘀，上立交桥啦，绕个圈圈，开到非常远非常远地方。

4、启发孩子创造的兴致，勉励孩子用喜爱的色彩蜡笔来扮演
车子。

提问：你想开汽车去哪个地方?去那儿走过怎样的路?你可上
来画给大伙儿看吗?



5、交代画画要求。

师：今日教师为孩子预备了非常大的纸，我们一块儿在纸上
开车，桌子周围有蜡笔，2个孩子一块儿用1盒，大伙儿不争
不抢。

三、孩子创造，幼儿教师巡视来回指导。

四、点评与总结。

师：今日孩子开着车走了许多路，多漂亮呀!有何色彩?那一
些路是啥模样的?

师：一致做好了如此大的1幅作品，心情认为怎样?

总结：孩子不争不吵，大伙儿一块儿玩游戏一块儿画画，是
件非常高兴愉快的事。

小百科：汽车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
承载的车辆。

小班艺术粽子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让孩子“开车”的切身实践教学，体会集体游戏的高
兴愉快，进而体会日常生活内的美。

2、培育小孩勇敢使用蜡笔画画的综合能力。

3、学习用蜡笔画连续贯通、流利的线条。

4、能呈现自己的作品，并能欣赏别人的作品。

5、培养幼儿良好的作画习惯。



活动重难点：

勇敢使用线条表现开车的场景。

线条的连续贯通、流利。

教学准备：

1、画画教学用具：长形大画纸红、黄、蓝色的蜡笔数个。

2、欣赏画4幅，青草画1幅。

3、纸箱小车子1辆，地拖一把。

教学过程：

一、创建“开车”的游戏

让孩子体会集体游戏的`愉快，进而启发孩子在纸上“开车”
的兴致。

师：玩开车时，心情认为怎样?大伙儿一块儿玩游戏时多高兴
呀。

二、启发孩子怎样表现车子开过的路。

1、观测和察看刚刚玩游戏车子开过的路。

提问：你发现了啥?像啥?

雨点的线条怎样?

路的线条是怎么样的?

3、幼儿教师演示，协助孩子处理好难点。



师：今日我们便用蜡笔当车子，嘀嘀，汽车向前开啦，一会
往这边转弯，到了麦当劳，一会又往那边转弯，到了公园，
嘀嘀嘀，上立交桥啦，绕个圈圈，开到非常远非常远地方。

4、启发孩子创造的兴致，勉励孩子用喜爱的色彩蜡笔来扮演
车子。

提问：你想开汽车去哪个地方?去那儿走过怎样的路?你可上
来画给大伙儿看吗?

5、交代画画要求。

师：今日教师为孩子预备了非常大的纸，我们一块儿在纸上
开车，桌子周围有蜡笔，2个孩子一块儿用1盒，大伙儿不争
不抢。

三、孩子创造，幼儿教师巡视来回指导。

四、点评与总结。

师：今日孩子开着车走了许多路，多漂亮呀!有何色彩?那一
些路是啥模样的?

师：一致做好了如此大的1幅作品，心情认为怎样?

总结：孩子不争不吵，大伙儿一块儿玩游戏一块儿画画，是
件非常高兴愉快的事。

小班艺术粽子篇三

动作建议：

第1—2小节：前奏，做睡觉的动作。



第3—10小节：做伸懒腰、揉眼睛、洗脸、两手食指相对准备
动作。

第11—12小节：两手在胸前，两食指随节奏做对对碰动作
（虫虫飞手指游戏）。

第13—14小节：两手食指伸出，随乐做小虫虫拍动翅膀的动
作，在最后一拍藏于背后。

第15—16小节同第11—12小节；第17—18小节同第13—14小
节。

第19—20小节：两手在身体两边做翅膀飞动的`动作。

第21—22小节：做两手环抱拍拍自己的动作。

第23—24小节同第19—20小节；第25—26小节同第21—22小
节最后，打雷下雨音效：做静止做躲雨动作。

游戏玩法建议：

此活动建议在单圈中进行，幼儿坐在面向圆心的椅子上。鉴
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已有经验少。

a段在故事情境小虫虫们起床，做伸懒腰、揉眼睛、洗洗脸的
准备动作后，与教师一起随音乐节奏边轻轻念“虫虫飞、虫
虫飞，喝完露水往回飞”，边玩“虫虫飞”的手指游戏（两
手食指对对碰，说到“喝完露水往回飞”时，幼儿将手藏起
来，老师象征性的去抓）。

b段幼儿两手在身体两边做小虫虫翅膀随乐节奏飞一飞，再自
己开心的抱抱自己。

c段打雷下雨幼儿静止做躲雨动作。



（a：从坐侄一b：散点斗c：原地蹲下）。

此活动设计在动作和位移方面，都以“动静交替”为原则。

环节上，幼儿从“坐”着随乐做上肢动作，到“站”在位前
做动作，到自由空间状态下“散点”做动作。通过不断丰富
幼儿动作经验和游戏经验，层层递进，让幼儿在一定故事情
境中，学习律动，感受音乐的节拍，并在学习律动的过程中
感受集体游戏的快乐。

教学活动建议：

【活动目标】

1、初步熟悉音乐abc结构，在三段音乐中做出不同的动作和
反应。

2、通过教师的语言提示和互动，在音乐中感受从坐位一散
点x原地蹲下的空间变换。

3、锻炼克制能力一一知道在c段音乐中要保掎“躲雨”的造
型不动。

小班艺术粽子篇四

设计思路：

记得有句话说的好：培养你的孩子成材，培养我的孩子成材，
培养我们的孩子成材，但是培养孩子成材不是我们唯一要做
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孩子每天都是快乐的。所
以，今天我就选择了适合我班幼儿年龄特点，孩子们非常喜
欢的快乐手指游戏〈点点豆豆〉，把点点豆豆这首儿歌配上
一曲活泼欢快的音乐，让孩子们在欢快的音乐游戏中，发展
他们的音乐感受力，〈点点豆豆〉是一首韵律很强的儿歌，



孩子们通过各种形式一拍一点，从而发展幼儿的节奏感，通
过音乐游戏培养幼儿结伴游戏的.能力和遵守游戏规则的能力，
使孩子们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本节课采用的都是一些老儿
歌老游戏，这些儿歌游戏都是我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做的，
她不仅加深了我们母女之间的感情，而且她也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还记忆尤心。我也很想让这些儿歌把
各位家长老师带回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
下老儿歌老游戏的艺术魅力。

活动目标：

1、能用自然流畅的声音学唱歌曲。

2、通过歌唱和游戏愉悦幼儿身心，培养幼儿活泼欢快的性格。

3、感受音乐游戏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指偶一个、点点豆豆音乐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一首儿歌〈拉大锯〉，小朋友仔细听
听，歌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播放儿歌）

二、基础部分

1、小指偶唱大戏〈点点豆豆〉幼儿欣赏。

师：小朋友，他们去姥姥家干什么了？

幼：看大戏。



师：那你们想不想也一起看看啊？

幼：想（教师用指偶在手上唱大戏《点点豆豆》）

2、学唱歌曲〈点点豆豆〉。

（1）教师范唱两遍，幼儿欣赏。

（2）幼儿伸出小手当舞台，小指偶在幼儿手指上唱歌。

师：小指偶想到小朋友小手搭的舞台上唱大戏。

3、幼儿学唱歌曲。

（1）用不同的手指点豆唱歌。拇指爸爸先唱歌，食指妈妈再
唱歌，最后中指哥哥也要唱歌。

（2）幼儿边唱边点身体的不同部位。

师：想一想我们还能在身体哪个部位上点豆豆。

4、幼儿结伴游戏点点豆豆。

5、和客人老师一起做点豆豆的游戏。

师：你们想和客人老师做游戏吗？

三、结束部分

送指偶回家。

师：天黑了，我们把指偶送回家里吧！下次再请他们过来玩。



小班艺术粽子篇五

活动目标：

1、在教师动作的提示下，理解歌词内容，学唱歌曲。

2、知道玩具要大家一起玩。

活动目标：

1、在教师动作的提示下，理解歌词内容，学唱歌曲。

2、知道玩具要大家一起玩。

活动过程：

1、复习歌曲《老师阿姨喜欢我》。

2、教师按歌词内容讲有关的小故事并做动作，然后与宝宝一
起逐个说出动作内容。

3、教师边唱歌曲，边抱着娃娃按词意做表演动作。

4、宝宝边听歌边与老师一起做动作：拍娃娃、指娃娃的脸和
衣裳、抱着娃娃转个圈、双手送给别人。

5、宝宝看着老师抱着娃娃做动作，边和老师一起唱歌。

6、宝宝一边唱歌，一边做动作。

请若干个宝宝抱着娃娃在朋友面前唱歌，唱到最后一句时，
把娃娃送给别的宝宝。

活动反思：



《小娃娃》是托班宝宝第一次接触听旋律进行的律动活动，
此活动如果一下子就请宝宝听音乐或模仿老师抱着娃娃做动
作，宝宝的积极性不会很高，因此在一开始教师富有童趣的
讲述律动所表现的内容相关的故事就是激发幼儿兴趣拓展的
好办法，当宝宝被故事的小娃娃吸引后，请宝宝们以小娃娃
的角色来和老师一起进行表演，宝宝们就会自然的在老师的
带领下学习抱着小娃娃做抱着娃娃转个圈、双手送给别人的
动作，等宝宝都愉悦地进入表演的状态后再加入小娃娃的旋
律带领宝宝们表演，宝宝们自然会体验音乐的快乐和旋律的
美，宝宝们随着音乐在涌动成了一个个活泼的小精灵，在反
复的表演中宝宝似乎听懂了音乐，随后的活动就开展的很顺
利，教师如何教，宝宝如何学没有一定的法式，关键是教师
要善于根据宝宝的年龄特点，寻找宝宝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开
展相应的活动，促进宝宝能力的发展。虽然有些宝宝还不能
做到手口一致，做了动作就忘了唱歌，唱了歌就不做动作，
这可能是有些宝宝的年龄偏小，动手能力弱的缘故吧，相信
以后会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