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 中班音乐教案及教
学反思小马的变奏曲(通用6篇)

发言稿的内容应该围绕主题展开，结合具体案例和数据等进
行论证，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在发言稿的结尾部分，可以
总结观点并给予一个鼓舞人心的结束语，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发言稿范文包含了各个领域的话题，如教育、科技、文
化等，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和视野。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一

设计意图：

儿童是活动的主人，儿童只有在自主活动的过程中，才能学
得积极主动，才能体验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小马变奏曲》
主要是让幼儿能在理解歌词，学唱歌曲的基础上，尝试用不
同速度表现歌曲，感受歌曲诙谐、愉快的气氛，并能用手指
游戏的形式表现歌曲内容。

活动目标：

1.理解歌曲内容，感受歌曲中愉快，诙谐的气氛。

2.初步尝试学唱歌曲，能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3.尝试用不同的速度，表现歌曲的诙谐意味。

4.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5.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活动准备：



1.音乐磁带。

2.小马的图片。

3.绘制简易图谱。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导入活动

2．师：我们先来听听小马和爸爸的故事。

二、理解歌曲第一段内容，学习演唱。

1．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教师根据歌词内容演示小马图片，
表现小马跑和摔跤的`情节。

2．师：小马跟着爸爸出去玩的时候怎么啦？它为什么会摔跤？
（当幼儿说出歌词内容后，教师用歌唱的方式来加以回应。）

3．师：在歌曲里面唱了很多“包古里包古里”，是什么意思
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吧。

4．结合图谱再次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

师：“包古里包古里”像不像小马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呀？我
们一起来学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跑起来的样子，好吗？
（教师引导幼儿边学小马跑边说“包古里包古里”，感受歌
曲的诙谐。）

5．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一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摔一跤”处由幼儿接唱。

三、理解歌曲第二段内容，学习演唱。



1．师：我们再来听听小马跟着妈妈干什么了？又发生了什么
事情哪？一起来听一吧！

2．倾听第二段歌曲录音。

3．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图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

（1）师：小马为什么要跟妈妈出去？它经过了哪些地方？吃
到青草了吗？

（2）师：谁愿意来学一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吃草的样子？

（3）师：小马吃饱了心情怎么样？（引导幼儿表演小马吃草
时快乐的样子，并说“包古里包古里吃个饱”，进一步感受
歌曲诙谐和愉快的氛围。）

4．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二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吃个饱”处由幼儿接唱。

四、完整学唱歌曲，尝试表现歌曲。

1．结合图谱，引导幼儿完整学唱歌曲。

2．师：（教师范唱歌曲，第一段稍快，第二段稍慢。）你们
知道为什么老师唱的时候有快又慢吗？（小马和爸爸一起玩
耍时，跑得快，摔跤了，要唱得快；小马和妈妈一起走，肚
子饿走不动，要唱的慢；小马吃饱了，又要唱得快。）

3．教师现场在图谱上画出速度变化的符号，表示唱得快，表
示唱的慢。

4．师：我们一起来，注意第一段稍快，第二段稍慢。

5．教师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引导幼儿在演唱时表现出歌曲诙谐
愉快的情感意蕴，在“包古里……摔一跤”和“包古里……



吃个饱”处边唱边做动作，增加趣味性。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歌曲内容，感受歌曲中诙谐、愉快的气氛。

2.学唱歌曲，尝试用不同的速度表现歌曲的诙谐意味。

教学重难点：

尝试用不同的速度表现歌曲的诙谐意味。

活动准备：

1.音乐录音

2.妈妈、爸爸、小马的图片

3.图谱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马图片，导入活动。

1.你们看谁来了呀?这是一匹幸福的小马，有爱它的爸爸和妈
妈。小马的爸爸和妈妈每天都会带着它出去玩，小马快乐极
了!

2.有一天，小马又跟着爸爸出去玩了，你们看!

(二)理解歌曲第一段内容，学习演唱。

1.教师根据歌词内容演示小马图片，表现小马跑和摔跤的情



节。

2.看明白了吗?小马跟着爸爸出去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3.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

4.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图谱，帮助幼儿理解并记
忆歌词。

(1)小马小马摇着尾巴，跟着爸爸去干嘛?它为什么会摔跤?你
听到歌曲是怎么唱的?(当幼儿说出歌词内容后，教师用歌唱
的方式来加以回应。)

(2)在歌曲里面唱了很多“包古里包古里”，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吧!

5.结合图谱再次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

“包古里包古里”像不像小马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呀?我们一起
来学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跑起来的样子，好吗?(教师引
导幼儿边学小马跑边说“包古里包古里”，感受歌曲的诙谐。
)

6.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一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摔一跤”处由幼儿接唱。

三、理解歌曲第二段内容，学习演唱。

1.第二天，小马跟着妈妈出去了，你们想知道它跟妈妈出去
干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赶快来听一听吧!

2.倾听第二段歌曲录音3.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图
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

(1)小马为什么要跟妈妈出去?它经过了哪些地方?吃到青草了



吗?

(2)谁愿意来学一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吃草的样子?(请个
别幼儿表演)

(3)小马吃饱了心情怎么样?(引导幼儿表演小马吃草时快乐的
样子，并说“包古里包古里吃个饱”，进一步感受歌曲诙谐
和愉快的氛围。)

4.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二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吃个饱”处由幼儿接唱。

四、完整学唱歌曲，尝试表现歌曲。

1.结合图谱，引导幼儿完整学唱歌曲。

2.教师范唱歌曲，第一段稍快，第二段稍慢。

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歌曲有时唱得慢、有时唱得快?(小马
和爸爸一起玩耍时，跑得快，摔跤了，要唱得快;小马和妈妈
一起走，肚子饿走不动，要唱的慢;小马吃饱了，又要唱得快。
)

3.教师现场在图谱上画出速度变化的符号，如表示唱得快，
表示唱的慢。

4.引导幼儿尝试用不同速度演唱歌曲，第一段稍快，第二段
稍慢。

5.教师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引导幼儿在演唱时表现出歌曲诙谐
愉快的情感意蕴，还可以在“包古里……摔一跤”和“包古
里……吃个饱”处边唱边做动作，增加趣味性。

五、延伸活动：唱唱玩玩小马的.手指游戏。



1.教师边唱边表演手指游戏，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2.播放录音，教师带领幼儿边做手指游戏边唱歌曲。

3.幼儿在熟练后，可两两合作结伴表演。

活动反思：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在了解幼儿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
要经常蹲下身聆听幼儿的想法，才能了解幼儿在想什么、喜
欢什么;要了解他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感兴趣的内容以及他们
的认知水平和原有经验。同时，我们要了解教材，剖析教材，
找准活动中幼儿发展的支点，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思考怎样
把这些点转换成可行的、合适的活动。《小马》这首歌本身
所体现的特点是符合孩子的兴趣的，这在回答的实施中已经
明确可见。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三

1、发展幼儿在沙中的跨跳能力。

2、鼓励幼儿能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愿意与同伴合作。

3、通过大带小的合作形式，增强幼儿间的互帮互助。

活动准备

1、场地布置：50―80厘米宽的“小河”，对岸堆有两堆积木。

2、音乐，鼓一面。

活动过程

一、导入



2、小马散步

引导幼儿一个跟一个做“小马跑”的动作，教师敲起小鼓，
要求幼儿根据鼓点的快慢改变跑的速度。

二、游戏：小马过河

1、师：小马要造新房子，材料在河对岸，让我们来学习跨跳
过河的本领。

2、教师示范跨跳动作，重点强调单脚轻轻落地。

3、请幼儿分散自由练习，鼓励中班幼儿在练习期间保护和知
道小班幼儿。

三、小马盖房

1、交待游戏规则

每两匹“小马”跨跳过小河，取一块积木再跨跳回来，与同
伴合作盖一座新房。

2、游戏重复进行，视幼儿情绪定次数。

四、结束活动

“小马”们围着新房子快乐的随音乐舞蹈，以示庆祝。

文档为doc格式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四

儿童是活动的主人，儿童只有在自主活动的过程中，才能学
得积极主动，才能体验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小马变奏曲》



主要是让幼儿能在理解歌词，学唱歌曲的基础上，尝试用不
同速度表现歌曲，感受歌曲诙谐、愉快的气氛，并能用手指
游戏的形式表现歌曲内容。

活动目标：

1.理解歌曲内容，感受歌曲中愉快，诙谐的气氛。

2.初步尝试学唱歌曲，能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3.尝试用不同的速度，表现歌曲的诙谐意味。

活动准备：

1.音乐磁带。

2.小马的图片。

3.绘制简易图谱。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导入活动

2.师：我们先来听听小马和爸爸的故事。

二、理解歌曲第一段内容，学习演唱。

1.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教师根据歌词内容演示小马图片，
表现小马跑和摔跤的情节。

2.师：小马跟着爸爸出去玩的时候怎么啦?它为什么会摔
跤?(当幼儿说出歌词内容后，教师用歌唱的方式来加以回应。
)



3.师：在歌曲里面唱了很多“包古里包古里”，是什么意思
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吧。

4.结合图谱再次倾听第一段歌曲录音。

师：“包古里包古里”像不像小马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呀?我
们一起来学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跑起来的样子，好
吗?(教师引导幼儿边学小马跑边说“包古里包古里”，感受
歌曲的诙谐。)

5.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一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摔一跤”处由幼儿接唱。

三、理解歌曲第二段内容，学习演唱。

1.师：我们再来听听小马跟着妈妈干什么了?又发生了什么事
情哪?一起来听一吧!

2.倾听第二段歌曲录音。

3.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图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

(1)师：小马为什么要跟妈妈出去?它经过了哪些地方?吃到青
草了吗?

(2)师：谁愿意来学一学小马“包古里包古里”吃草的样子?

(3)师：小马吃饱了心情怎么样?(引导幼儿表演小马吃草时快
乐的样子，并说“包古里包古里吃个饱”，进一步感受歌曲
诙谐和愉快的氛围。)

4.教师带领幼儿唱第二段歌词，前半部分教师唱，“包古
里……吃个饱”处由幼儿接唱。

四、完整学唱歌曲，尝试表现歌曲。



1.结合图谱，引导幼儿完整学唱歌曲。

2.师：(教师范唱歌曲，第一段稍快，第二段稍慢。)你们知
道为什么老师唱的时候有快又慢吗?(小马和爸爸一起玩耍时，
跑得快，摔跤了，要唱得快;小马和妈妈一起走，肚子饿走不
动，要唱的慢;小马吃饱了，又要唱得快。)

3.教师现场在图谱上画出速度变化的符号，表示唱得快，表
示唱的慢。

4.师：我们一起来，注意第一段稍快，第二段稍慢。

5.教师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引导幼儿在演唱时表现出歌曲诙谐
愉快的情感意蕴，在“包古里……摔一跤”和“包古里……
吃个饱”处边唱边做动作，增加趣味性。

活动反思：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在了解幼儿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
要经常蹲下身聆听幼儿的想法，才能了解幼儿在想什么、喜
欢什么;要了解他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感兴趣的内容以及他们
的认知水平和原有经验。在设计该教学内容时，我牢牢把
握“从儿童的兴趣出发”这个方向，来确定回答的主要环节
与方式——利用简谱帮助孩子理解内容，并记忆歌词，加快
了孩子学习的兴趣与激情。有了歌曲本身和教学设计两个保
证，孩子们在整个活动中学的很认真、有趣，达到了快乐学
习的目标。同时，我们要了解教材，剖析教材，找准活动中
幼儿发展的支点，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思考怎样把这些点转
换成可行的、合适的活动。这首歌本身所体现的特点是符合
孩子的兴趣的，这在回答的实施中已经明确可见。

采用图谱教学法，帮助幼儿熟悉并掌握歌词——是孩子们轻
易的发现两段歌词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帮助幼儿精确地把
握歌曲性质——第一段是活泼欢快的，第二段是无力到有力



的。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感知音的高低，能随高低不同和乐句做相应的动作。

2、学习轮廓剪的技能。

活动准备：

高人矮人的轮廓图片、剪刀、回形针

活动过程：

1、听音乐引题，让幼儿感受乐曲的不同

让幼儿说说有什么不同，听起来感觉怎样，好象看到了什么？

游戏“高人矮人”

2、幼儿运用轮廓剪和连接的技能，自制指偶玩具高人和矮人。

4、让幼儿左右手各套一高人和矮人的指偶，听高低不同的音
乐，分别出示高人和矮人，并即兴地做动作，高音出高人，
低音出矮人。

5、鼓励幼儿运用身体动作表示音的高低，启发幼儿创造性得
表演。

活动反思：

我觉得在整个活动中小朋友都能非常积极主动，没有过多的
约束，只有快乐的表现，其实，当一节活动的设计符合孩子



好动好奇的年龄特点，相信孩子会很快乐。

小马变奏曲活动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初步熟悉乐曲的旋律，学习用身体动作和语音节奏来表现
音乐。

2.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编有关煎荷包蛋和冒烟的身体动
作。

活动准备：

1.幼儿有观察成人煎荷包蛋的经验。

2.幼儿用书《荷包蛋》，投影仪。

3.小铃、铃鼓、响板若干。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看用书《荷包蛋》画面，理解图中内容。

1.观看用书。

教师：大家看看图上有什么呀?

2.幼儿观察图中小朋友的脸部特征，理解图的含义。

教师：我们看看这几个做朋友跟平常画的.小朋友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

3.幼儿边听音乐边说语音节奏：看看看、闻闻闻、吃吃吃、
笑笑笑。



(二)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创编煎蛋和冒烟的身体动作。

1.教师哼唱曲谱，幼儿回忆妈妈在家里做煎鸡蛋的动作并做
一做。

2.教师反馈幼儿创编的一种煎蛋动作，一边哼唱曲谱一边带
领幼儿进行集体练习。

3.教师哼唱曲谱，幼儿创编荷包蛋冒烟的动作。

(三)幼儿听教师用比较慢的速度哼唱乐曲，完整地用动作表
现乐曲。

1.教师哼唱曲谱的前16小节，幼儿做煎蛋和鸡蛋冒香气的身
体动作。

教师：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煎鸡蛋，让鸡蛋煎得冒出热腾腾
的香气。

2.幼儿听音乐，完整地做身体节奏动作。

(四)教师用身体动作指挥，幼儿分声部练习身体节奏动作。

1.幼儿选择打击乐器，尝试演奏乐器。

教师：我来做指挥，你们看我的指挥来煎荷包蛋。

2.幼儿尝试为乐曲配器。

教师：煎荷包蛋我们用什么乐器?冒烟动作我们用什么乐器?

3.幼儿在教师指挥下，完整地演奏乐曲。

活动反思：



中班的小朋友，这个年龄段的幼儿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
喜欢听。喜欢随音乐尽情的动起来，有一定的音乐表现欲望。
好动，游戏又是幼儿的天性，如何让幼儿在聆听感知了音乐
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去充分表现音乐，感知音乐的
不同变化，从而去真正感受到音乐富于孩子的动感美呢?于是，
我设计了这次音乐欣赏活动。这也为我班的孩子们所喜爱与
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