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 大班韵律活动
教案(优秀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一

1、初步了解民间工艺“刺绣”，感受江苏民歌《茉莉花》的
旋律和节奏。

2、根据音乐节奏模仿并创编绣花的动作，能随音乐较合拍地
做动作。

3、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民间艺术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5、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1、音乐磁带《茉莉花》。

2、绣花针、彩线、布、圆竹绷，刺绣作品若干。

一、初步欣赏音乐。

这段音乐是我们家乡江苏很有名的一首民歌，名字叫《茉莉
花》。江苏人不仅喜欢唱茉莉花的歌，还很喜欢绣花，把美
丽的花绣在衣服上、裤子上、鞋子上。



二、欣赏刺绣作品，激发幼儿兴趣。

师：今天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绣花的图案，放在桌上，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听着音乐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图案，
音乐停了就坐回来。

教师出示：绣花针、彩线、布、圆竹绷。

师：你们认识这些东西吗？它是怎样用的？

三、听音乐创编绣花动作。

师：你见过别人绣花吗？你能来学一学吗？

教师表演刺绣，幼儿观察。

师：刚才老师是怎样绣的'？我们一起听着音乐学一学！（幼
儿听音乐自由做动作）师：向上刺，拉拉线，向下刺，拉拉
线，跟我一起来试试！（教师念儿歌，幼儿练习）师：绣了
一朵大红花，让我来看一看美不美？真不错，我们来表扬表
扬自己。

可以怎样表扬呢？

师：拍拍手，点点头。还可以怎样表扬？（鼓励幼儿创编动
作）四、听音乐完整做动作。

师：我们一起在衣服上绣一朵花吧！一只手拉衣服，一只手
来绣花（教师语言提示幼儿做动作）师：听着优美的音乐有
节奏的来绣。（听音乐完整做动作）师：还可以在哪里绣？
有的小朋友的动作很美，请他们来表演一下！（幼儿表演）
五、教师小结，结束活动。

师：绣花也叫刺绣，我国的刺绣非常有名，特别是我们江苏
苏州的刺绣最有名，今天我们也学会了刺绣的本领，小朋友



们真能干！

一、紧抓情感主线，让学生走进文本。

本文是一个小故事，我紧紧围绕“老奶奶为什么要说‘我为
你骄傲’”这个问题展开教学，教学中抓住“我”的心理变
化这条线索，整个过程清晰明了。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特
点，我注重了以学生发展为本，首先联系学生的生活经历，
体会玩游戏时的开心；接着引导学生仿说句子，想象“我”
做错事后的害怕；然后让学生表演“不自在”，不仅理解了
重点词语，而且走进了“我”的内心世界；最后在朗读中感受
“我”承认错误后的轻松。在学生的角色转换中，很自然地
走进了人物美好的心灵，获得了深刻的感受和独特的体验。

二、注重朗读感悟，凸显学段特点。

读书是阅读教学中最关键的环节。古人云：“读书百遍，其
义自现”。为了使学生从孩子纯真、悔过的表现和老奶奶博
大胸怀中受到深刻地教育和启迪。教学中，我注重了学生的
朗读感悟，以几个描写小男孩心情的关键句来重点指导朗读，
设计了个人读，男女生读，范读，评读等方式，注意朗读的
层次性、目的性、趣味性，逐步使学生在读中领悟，读中体
会，有效促进了语言的内化。

三、重视语言训练，体现“语文味”。

“加强阅读实践，提高教学实效”是本次阅读教学研讨活动
的主题。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也针对学段特点，创设了很多
生动的语言实践情境，如想像“我”的害怕，设计了仿说句
子，从扶到放，从易到难，学生想说，会说，在语言实践中
感受到“我”的做贼心虚。再如，“我”写给老奶奶的便条
是文本的“空白点”，教学中，我创设了说话情境，让孩子
们用“我”的口吻说一说便条里的内容，体会了人物的内心，
学生在说的过程中，也从学习语言到积累语言，运用语言，



读说结合，导在实处，使学生切实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四、激发个性评价，点燃学习激情。

课堂是什么啊？课堂是他们求知、创造、展示自我、体验成
功的平台。给孩子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尤
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他们的好奇心大，求知欲强，又很爱
表现。这节课上，我把评价的机会让给了学生：“他读得怎
么样？”“你觉得老师读得怎样？”学生的评价更是精彩不
断，“我觉得他‘害怕’读得太快了，要是读慢一点就显得
更害怕了。”“我看到老师读这句话时愁眉苦脸，和句子说
的意思一样。”通过这种方式的朗读评价，不仅形成了生生
互动，师生互动的情景，还把学生对文本的理解通过评价反
映出来了，同时，更是教会学生学会评价、学会尊重他人，
课堂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当然，这节课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教师的主导的痕迹还是
较重，学生自学的时间较少，需要进一步改变教学方式。今
后我将不断学习和积累，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成为课堂的主
人，在真实、朴实、扎实的语文课堂中快乐地成长。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二

1、在听听、看看、摘摘、做做的情景中，感知音乐，知道歌
曲的名称，理解歌曲内容。

2、激发幼儿参加音乐活动的愿望。

1、知识准备：认识苹果的形状、颜色，了解苹果的味道。

2、多媒体：丰收的许多苹果

3、学会儿歌《大苹果》



一、律动

幼儿一边念《苹果》儿歌，一边按节拍拍手。

儿歌：红苹果，绿苹果，树上苹果多又多;

苹果香，苹果甜，吃的脸儿红又圆。

二、语言节奏

xxxx/xxxx/

(师)这是什么?这是苹果。

这是什么?这是香蕉。

这是什么?这是橘子。

教师准备一个水果篮，内放苹果、西瓜、香蕉、草莓、菠萝
等水果，教师按节奏问：“这是什么?”幼儿按教师出示的水
果有节奏的回答。

三、练声

1234/5—/5432/1—/

这是什么这是苹果

四、新授

(一)在情景中感知，在《许多苹果树》多媒体背景下感受音
乐。

1、教师问：小朋友，你们看看，大屏幕里有什么?(苹果，苹
果树)



3、教师放音乐，幼儿听两遍音乐。

4、第三遍，幼儿边听音乐边拍手;

(二)边看大屏幕，边感受歌曲。

1、教师清唱两遍，注意口形。问“小朋友，听听歌曲里唱了
什么呀?”

2、教师用铃鼓当装苹果的篮子，边唱边表演第四遍。

提问：老师在做什么呀?

树上长着大苹果，老师要用力地把它摘下来呀。(一个一个摘
下来)启发幼儿咬准字音，重点练习一个一个摘下来。

3、教师再次一边表演一边清唱。

提问：歌曲里还唱了什么?

4、教师边表演边用天空式方法提问。

“树上有许多什么?”(红苹果)“什么叫许多?”

“苹果长在什么地方?”(树上)

“我是怎么摘苹果的?”边做摘的动作边唱出来一个一个摘下
来。

“我们喜欢吃什么?”(苹果)“多吃苹果怎么样?”

5、教师再边表演边完整唱一遍。

(三)告诉幼儿歌曲名称。



教师问：这首歌曲里唱了什么水果?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苹
果》，反复认读汉字苹果。

(四)幼儿参与活动，随意跟唱，进一步感受歌曲内容。

幼儿起立看大屏幕丰收的苹果，跟着老师边唱边做动作。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多种手段了解碧螺春茶的特点和采制过程，体会茶农
的辛苦。

2.知道碧螺春是中国的一大名茶，激发对家乡的自豪感。

教学准备：

1.活动室布置成碧螺春茶坊、背景音乐《渔舟唱晚》。

2.已沏好的碧螺春茶人手一杯、盛有碧螺春茶的盘。

3.碧螺春ppt。

4.自编儿歌《东山碧螺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活动，激起兴趣。

幼喝茶，教师巡视，个别提问。

2.师摇摇铃鼓提问：什么味道呀？

幼a：苦。师：嗯。



幼b：苦。师：你也是苦的。谁尝出来不同的味道。

幼c：甜甜的，还有点香。

师：你尝一尝是甜甜的，闻一闻是香香的！嗯！真香，你们
闻一闻，香吧。

3.师小结：其实，小朋友说的都对，碧螺春刚一入口确实有
点苦，但是慢慢品一品，就会感觉苦中带点甜，闻一闻，还
有一股清香味道。我们再来细细的品味这苦中带甜的碧螺春
吧。

幼再次品茶。

二。了解碧螺春茶的采制过程，感知茶农的辛苦。

（一）了解碧螺春茶的采制过程。

1.师手托碧螺春茶盆：瞧！这就是我们东山的碧螺春茶叶，
你知道它是怎样制成的吗？

（2）除了把嫩芽采下来还要做些什么呢？

幼b：还要拣呢。师：那你拣过茶叶吗？你是怎么拣的呢？师：
拣成一个芽一个叶，我们东山人喜欢叫它一旗一枪。出示图片
（一旗一枪）。

（3）茶叶拣好了，接下来要什么了呢？

幼c：最后还要炒制。你看见过茶农炒制茶叶吗？炒制茶叶也
有很多讲究的。都有哪些步骤呢？引导幼儿说出第一步（杀
青，东山话叫扑青），第二步是粘揉，第三步是搓团，最后
一步是干燥。



（4）谁能把碧螺春的采制过程完整的说一说的？

幼儿：先，接着，最后炒制，炒制的时候也有很多讲究第一
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2.师小结：小朋友看一看，采制碧螺春有几个步骤，碧螺春
茶的采制过程可真不简单呀，有那么多步骤，那么繁琐，茶
农们真不简单，碧螺春茶真是来之不易呀。

（二）结合茶农采制碧螺春的过程，体验茶农的辛苦。

1.老师这里拍了一些茶农采制碧螺春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吧！

3.教师结合图片介绍茶农一天的劳作：清晨天刚蒙蒙亮，茶
农们便上山采茶了，他们的脖子上挂着沟篮腾出两只手不停
地采摘嫩芽，采的腰酸背痛，累的衣服都汗湿了。中午该下
山吃饭了，可是为了多采一些，茶农们便匆匆吃些早上家里
带来的饭菜或者面包之类的东西，继续采，傍晚下山，又要
拣茶叶，拣得眼睛都酸了，晚上匆匆忙忙的吃好晚饭，就开
始炒茶，锅子真烫，茶农只穿一件单衣，都热得一身大汗，
手上都烫的起了泡，辛辛苦苦一天也就只炒制这么一点碧螺
春茶叶。

（1）提问：你看了这些图片，听了这段茶农的劳动情况后你
有什么想说的（感受）？

幼a：茶农很辛苦。师：哦！你是这么想的。

幼b：茶农很辛苦。师：哦！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幼c：茶农很可怜等。

（2）追问：孩子们，那你们是从哪里看出来茶农很辛苦呢？



幼a：天刚亮就上山采茶叶了。师：哦！茶农老早就上山采茶
了，那是你还在睡觉呢！

幼b：采茶叶很累，勾篮把脖子都挂酸了。师：是呀！采茶时
鼻子肩膀好酸，茶农们的颈椎病肩周炎都复发了。

幼c：炒茶时锅子很烫。师：是呀，他们只穿一件棉毛衫，我
们却还穿着棉袄。

幼d：手上黑乎乎的。师：是呀黑黑的手上都烫出了泡，真让
人心疼。

幼e：老奶奶都在拣茶。师：本来年纪大的人都不干活了，可
是这些老奶奶拣茶拣得眼睛都酸了，好辛苦。

幼f：他们还把饭带到山上去吃。师：恩，我们都在学校、家
里吃热呼呼的饭菜，茶农们为了多采一些茶叶，就在茶山上
吃冷饭或干粮。

幼g：总说。

师：是呀！茶农们真是太辛苦了，他们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

幼：为了赚钱，师：茶叶多少钱一斤？为什么会那么贵？幼
好喝，提神醒脑。

（3）小结：是啊！茶农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天，累的腰酸背
痛，手上都烫出了泡，只制出了这么一点点碧螺春茶，碧螺
春茶真是来之不易呀，他还提神醒脑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
不能浪费了，再来细细的品一品这来之不易的碧螺春茶吧。

三、拓展认识、激发感情。

幼a：吴侬碧螺春世博会指定用茶。



师：是呀！碧螺春真不愧是中国名茶之一，在这么重要的世
博会上，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喝到咱们东山的碧螺春，作为
东山人感到（高兴、自豪、开心）。

幼b：

师：哇！我们东山最好的茶叶碧螺春都上电视啦！

四。自编儿歌、感情深华

1.作为一名东山人，我为家乡有这么好的碧螺春茶感到骄傲、
自豪，忍不住要用东山话来夸一夸碧螺春。

2.带领孩子们向科任老师夸一夸。

附儿歌：东山碧螺春

东山碧螺春，真正好！

看一看，卷得来！

闻一闻，香的来！

喝一口，甜的了！

全是农民伯伯做出来，

采里辛苦，吃里甜，

啊！

真是“吓煞人香”啊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四

1.初步感受音乐aba的结构和性质，学习在a段音乐处较合拍
地做兔跳动作。

2.在教师启发下，学习用不同的身体动作创编“花”的各种
姿态。

3.游戏中，知道寻找空地方进行活动。

小兔子布偶，《飞飞曲》音乐

一、教师启发幼儿用身体的不同姿态创编“花”的造型。

开火车去郊游，看，草地上开了许多美丽的花，花是什么养
的?谁来做做看?

二、教师出示小兔子布偶，引导幼儿欣赏a段音乐。

瞧?谁也来看花了?(教师演示布偶，跟a段音乐有节奏的跳)

三、教师鼓励幼儿边欣赏a段音乐，边用拍手动作感知a段音
乐节奏。

1.提问：小兔是怎样来的呢?(蹦蹦跳跳)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
它，好吗?

2.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兔跳。

提问：小兔是怎样跳的呢?谁能学一学?

小兔跳的`时候声音怎么样?(很轻)

那你们觉得用什么地方跳，声音就会轻轻的呢?(用脚尖跳)



3.教师带幼儿听a段音乐一拍一拍做兔跳。注意，要跟着音乐
来跳哦!

教师带幼儿一起用手指在腿上学小兔子轻轻跳，好吗?

四、完整欣赏音乐，听辨出b段捉迷藏音乐。

提问：小兔玩得真高兴，还和妈妈捉迷藏呢，我们来听一听
音乐中什么地方是小兔子在跳?(前、后)什么地方小兔子藏了
起来?(中间)

五、游戏，创编花造型

小兔和妈妈捉迷藏时，变成了一朵花，妈妈就找不到了。下
面我来做兔妈妈，你们来做小兔子，我们也来捉迷藏，看看
谁会像小兔一样，变成一朵花一动也不动，不让妈妈发现的!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五

1、能跟着音乐有节奏地动作，表现造房子的情节。

2、能大胆想象造房子的各种动作和房顶的.造型，体验合作
表演的快乐。

音乐磁带

幼儿参观过建筑工地，对房子的建造有一定的了解

1、回忆造房子的过程

提问：小朋友，我们参观过建筑工地，那你们知道房子是怎
么造出来的？

2、听音乐感受旋律、节奏，并创编造房子的动作。



提问：在这段造房子的音乐中，你听见了那些声音，好象看
见建筑工人在干什么？（幼儿边说边创编挖泥、打地基、砌
砖、抹水泥等动作）

3、听音乐完整动作，并创编房顶造型。

提问：刚才你造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你还想造怎样的房子呢？
（请幼儿用动作表示）

4、合作表演造房子。

（1）、师生合作表演造房子。

（2）、幼儿分组合作表演造房子。

（幼儿讨论好房子的造型和抹水泥的人之后，再进行表演。）

韵律活动有趣的按摩篇六

1、感受音乐的性质变化，通过动作表现角色的特征和情绪。

2、幼儿能理解故事，根据故事内容进行表演。

3、激发幼儿对韵律活动的兴趣。

小鸟和大象ppt、表示森林的树四棵，音乐。

（一）律动激趣，教师带领幼儿做“小鸟飞来了”的律动进
场。（小鸟们跟着鸟妈妈一起飞进教室吧）

（二）直接引入，通过观看ppt感知小鸟和大象的身体特征。

师：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来看我们小朋友上课，我们先和客
人老师问好吧！



森林里来了两只小动物，我们来看看它们是谁呢？（播放ppt）
这是谁呢？（小鸟）小鸟长得怎么样？（又小又轻巧）飞起
来的速度怎么样？（快快的）这是谁？大象的身体长得怎样？
（又大又笨）因为大象身体很庞大，所以走路的速度怎么样？
（慢慢的）

（三）听音乐感知小鸟和大象的音乐形象，幼儿想象自编动
作。

1、完整欣赏音乐，感知不同性质的乐曲

师：“老师这里有一段音乐名字就叫《小鸟和大象》，我们
来听一听。”

幼儿完整欣赏音乐。

师：这首音乐好听吗？这音乐有几段？（两段）这两段音乐
听起来一样吗？小鸟的音乐听起来怎样？（听起来比较活泼
欢快，就像小鸟在飞）你为什么觉得第二段是大象的音乐呢？
（比较低沉缓慢，就像大象在走路）

2、引导幼儿再次完整欣赏乐曲，感受音乐形象，并用两只手
表现小鸟和大象

师：我们现在再来完整的听一遍，小朋友边听边跟着节奏做
小动物的动作，听到小鸟的音乐就做学小鸟做动作，听到大
象的音乐就用拳头在大腿上学大象慢慢走路，（慢慢说）记
得一定要跟着节奏做动作。

3、分段欣赏，并引导幼儿创编不同的动作。

过渡语：刚才小朋友都能听音乐跟着节奏做动作，真棒！

a、第一段音乐讲的是哪个小动物？”（小鸟）师：小鸟身体



轻又小，飞得快，那它的音乐也就怎样？也比较活泼欢快。
小鸟除了飞翔，还可以做什么动作呢？拍手、飞翔、唧唧喳
喳叫、跳圆圈舞等，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做小鸟的动作吧。
（过渡语：小朋友自己都能编动作了，真棒！）

b、师：第二段音乐听起来怎么样？它说的是谁啊？大象身体
庞大，走起来慢慢的，重重的，所以它的音乐听起来怎么样？
对了，也就比较慢。大象除了大象走还可以做什么动作？
（请幼儿说一说做一做，让大家一起来学学，孩子讲完后老
师再补充：如：吸水、喷水、洗澡、跳舞、走路、转圈等。）
老师和小朋友边说边模范。

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段音乐，边听边做各种大象的动作。

（四）律动游戏

a、师：这么好听的小鸟和大象的音乐，我们用它来做游戏吧！

介绍游戏方法和规则：

师：这游戏怎么玩呢？先请女孩子当小鸟，男孩子当大象，
游戏开始要听清楚音乐，什么时候小鸟出来，什么时候是大
象出来，大象出来的时候，小鸟就飞到树后蹲下来别动表示
躲起来；播放音乐，师幼一起游戏。（游戏中老师可以语言
提醒用各种不同动作表现小鸟和大象）

b、交换角色，第二次游戏

提出游戏中发现的问题，师：刚才游戏时小朋友都能注意听
音乐，跟着节奏做小鸟和大象的动作，小鸟听到大象来了都
能飞到大树后面去躲起来，真棒。小朋友想想，小鸟除了张
开翅膀飞翔，还可以做什么动作？（请幼儿说一说做一做，
有好的让大家一起来学学，孩子讲完后老师再补充：拍手、
飞翔、唧唧喳喳叫、跳圆圈舞等，让幼儿一起来学习模仿），



大象除了大象走还可以做什么动作？（请幼儿说一说做一做，
有好的让大家一起来学学，孩子讲完后老师再补充：如：吸
水、喷水、洗澡、跳舞、走路、转圈等。）老师和小朋友边
说边模范。

提出下次游戏要求，师：现在我们再来玩一遍，男孩当小鸟，
女孩当大象，小朋友要用不同的动作来表现小鸟和大象。

第三次游戏，听清楚音乐，幼儿想象创编不同的动作游戏。
老师针对游戏情况进行评价，提出再次游戏要求。

（五）结束部分

本次活动，我预设的目标是

1、初步感受、辨别低音和高音。

2、充分调动听觉感官，提升专注力。从活动中看到，幼儿对
低音和高音的辨别较清晰，游戏时听音的能力也有所增强，
目标基本达到。

现将教学过程回顾如下：

1、引入时教师通过弹奏高低音让幼儿用拍手和跺脚来表现，
幼儿的兴趣很高，基本能跟着低音和高音做相应的动作。

2、在引导幼儿倾听音乐想象：这段音乐像什么动物在走？由
于平时幼儿接触的动物较少，没能很好地达到音乐与动物形
象匹配的效果，这需要教师平时可播放上些动物世界的dv让
幼儿观看，积累一些经验。

3、在借助图谱帮助幼儿理解乐段，这个环节中，孩子能更清
晰地理解乐段，由于设计图谱时，没有数清楚有几句，导致
少了一句的图谱，还好是重复的，对幼儿没有什么影响。但



还是要自我反省，太粗心了。

4、由于电视的音响效果太小，受条件的限制，幼儿在游戏时，
只要集体游戏，人一走动，音量就显得更小，造成幼儿没办
法很清晰地听音乐做游戏，虽然这次还借助了小音响，但效
果不好。

在第二次活动，我将通过节奏乐来进一步加强幼儿对高低音
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