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优
秀8篇)

六年级教案是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和方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初一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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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幼儿积极参与游戏，学习遵守游戏规则。

4、喜欢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游戏的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重点：使幼儿在游戏中提高听辨音乐方向的能力。

活动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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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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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二

音乐《神奇的种子》贴近生活，适合幼儿的想象，音乐节奏
简单欢快，我希望通过ppt来让幼儿更加便于理解歌词。音乐
活动需要幼儿有一个发声练习，通过与老师沟通，我了解了
她们的发声方式，熟悉的东西能让幼儿更快进入情景中。我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幼儿感受到音乐活动的快乐，感受到音
乐活动不仅仅是唱歌，它可以更愉快的进行，加入肢体动作



让本次活动富有情趣。

1、初步感知歌曲的节奏。

2.大胆用动作表情表演歌曲，学会用肢体动作表现歌曲。

3、幼儿喜欢音乐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愉快体验。

4、熟悉()歌曲的旋律，学唱歌曲，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5、熟悉歌曲旋律，为歌曲创编动作。

1、音乐《神奇的种子》歌词：小小种子爱喝雨水，晒晒太阳
真温暖。神奇种子发了芽，长大开花变化大。

2、ppt展示

1、重点:让幼儿充分理解歌词内容，并学会《神奇的种子》
这首儿歌

2、难点:幼儿在活动中能根据老师的指令进行肢体的韵律，
在音乐中大胆的表现自我。

(一)、导入活动1、出示图片，通过教师语言直接引出《神奇
的种子》这一话题。

(二)、理解歌词1、播放音乐，引导幼儿完整感受歌曲的旋律
并理解歌词内容。

第一遍：引导幼儿初步感受歌曲的旋律。

师：歌曲里有谁?小种子在干嘛呢?为什么会说种子神奇呢?

第二遍范唱：操作教具，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和情绪。



师:小种子喜欢干什么?(爱喝雨水，晒太阳)喝了雨水感觉怎
么样?(饱饱的，不渴了)晒太阳了他感觉怎么样(真温暖，暖
暖的)晒了太阳喝了雨水，小种子还是小种子么?它有没有发
生什么变化?(发芽了)小种子长大了，它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呢?(长大开花)小种子真神奇，那我们来当颗小种子，现在小
朋友们扭动下身体，像小种子一样快乐。

2、朗读歌词，教师有感情的带动幼儿进行歌词朗诵。

(三)、操作教具，学唱歌曲1、教师操作教具，放慢速度弹琴
并大声范唱，幼儿小声跟唱。

师:小朋友们先听老师唱一遍，然后给小种子们一个小要求，
怎么样用肢体动作来表现歌词内容(老师可以先示范一两个动
作)然后教师可以先一句一句的弹琴，让幼儿自由发挥，最后
来综合动作。

2、教师放慢速度弹琴并小声范唱，幼儿带情绪唱。

一颗小种子长大是不是有点孤单，你看周围还有这么多的小
种子，我们可以找一个小种子伙伴，一起表演哟。(拉着自己
的小朋友，可以转转圈，互相拥抱，增加小的互动)3、教师
尝试让幼儿唱歌，幼儿随乐边演唱歌曲边游戏(四)、结束部
分小种子们累了么?累了的话，我们就安静下，小种子累了一
天要睡觉了。趴在桌子上做睡觉状，活动结束。

六、活动延伸回家把这首歌唱给父母听，和父母一起感受小
种子的乐趣。

七、活动反思本次音乐活动我试图将奥尔夫的音乐理念贯穿
到活动中，因此在活动中插入了幼儿模仿小种子进行简单动
作的融入。要注意幼儿练声中没有应该充分的打开嗓子，集
中幼儿的注意力，应该用幼儿感兴趣的游戏来集中注意力再
继续。活动中帮助幼儿理解歌词时候我利用了ppt，让幼儿试



听看结合，用朗诵歌词的方式来帮助幼儿理解记忆歌词，有
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使得幼儿在唱歌的时候表现不错，歌词
记得比较快，后期幼儿兴趣比较高。在模仿小种子进行肢体
动作的时候幼儿理解较快，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动作，总之
这次活动还是达到了所需要的目标。

朱周宇：师幼互动较多，借助图片帮助幼儿记忆歌词，个别
目标的在活动过程中没有体现。

业云霞：目标中感知节奏并没有体现，目标没有达成，教师
教态自然，对歌曲掌握较熟练，与幼儿互动较多，王其焕：
优:重难点突出，幼儿参与度高，教师思路清晰;缺:目标1没
有体现高梅：优:重难点突出，幼儿参与度高，教师思路清
晰;缺:目标1没有体现蒋雯丽：优:图片导入，直观;课件准备
充分，活动内容有趣，让幼儿用肢体表现歌曲内容，加深幼
儿对歌曲的理解和掌握;重难点基本达成;缺:活动过程中目标
一没有体现。

吴倩：活动内容清晰、延伸自然。氛围良好，互动多，幼儿
积极性高。目标一没有体现。

王亚颖：优:活动氛围好，而且讲了种子很神奇就能激发小朋
友的兴趣和好奇心;缺:重点没有在活动中突出，应在活动中
多表现律动。

余婷：图片导入，引出种子，直观;目标一，感知节奏没有体
现;目标二三已经体现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幼儿情绪很高，心情愉快，活动中积极主动，感受
到了歌曲优美、欢快的情绪初步学会了演唱歌曲;但是本次活
动的目标多了一个，应该以学唱歌曲为主，创编动作可以放
在延伸活动中或者是第二课时，课件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如果能够先由老师清唱，并用动作提示，幼儿就能很快理解
并记住歌词。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三

1、能听辨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能力。

2、能遵守游戏规则，愉快地参加游戏。

一个音乐盒、小动物头饰若干

一、听听故事

2、教师出示音乐盒，拨动发条，发出好听的音乐，请幼儿闭
上眼睛仔细听一听。

二、玩玩游戏

1、挑选一个喜欢的小动物的头饰，然后在教室里和朋友玩。

2、幼儿可以做自己所拿头饰动物的动作，当听到老师
说：“天黑了”。就把头饰拉下来，遮住眼睛表示天黑了。

3、教师播放音乐盒里的音乐，慢慢向前走，请幼儿听声音的
来源跟随着“小仙女”前进，寻找走出去森林的路。

4、音乐停下来，幼儿摘下头饰高兴地欢呼“谢谢小仙女”。

5、重复游戏3-4次，熟悉规则后，可请个别幼儿来扮演手持
音乐。

《小仙女的音乐盒》主要是通过情境游戏的方式让幼儿辩听
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能力，同时在游戏的过程中能遵守游
戏规则，愉快地参与游戏。中班教学的主要形式是游戏，让



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这个活动以游戏的形式充分调动了
幼儿参与的积极性。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四

1.能听辨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能力。

2.能遵守游戏规则，愉快地参加游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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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一个音乐盒、小动物头饰若干

一、听听故事

2、教师出示音乐盒，拨动发条，发出好听的音乐，请幼儿闭
上眼睛仔细听一听。

二、玩玩游戏

1、挑选一个喜欢的小动物的头饰，然后在教室里和朋友玩。

2、幼儿可以做自己所拿头饰动物的动作，当听到老师
说：“天黑了”。就把头饰拉下来，遮住眼睛表示天黑了。

3、教师播放音乐盒里的音乐，慢慢向前走，请幼儿听声音的
来源跟随着“小仙女”前进，寻找走出去森林的路。

4、音乐停下来，幼儿摘下头饰高兴地欢呼“谢谢小仙女”

5、重复游戏3-4次，熟悉规则后，可请个别幼儿来扮演手持
音乐盒的小仙女。



在《小仙女的音乐盒》这次活动中，我采用了情景化的游戏
方式，因为我班孩子人数太多，因此我设计了多个角色，如
大树、小动物、河流、小石头，孩子们在活动时自由选择角
色进行表演，喜欢动的孩子和喜欢静的孩子都能在活动中有
所释放，参与到其中。

通过这次感官训练，我发现游戏化、情景化的表演确实很适
合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孩子们喜欢演绎不同的角色，模仿
不同的声像。

在活动中，“小动物们”能够按照游戏规则参与进来，并能
够较准确地听辨声源的位置。但孩子们只能听辨出音源的前
后左右，并不能很好的听出音的高低位置，这有待于我们以
后的训练。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还可根据幼儿情况设置三
个或四个音源让幼儿听辨，加大了声音的干扰，为听辨制造
更大的困难。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五

1、学习歌曲《愉快的梦》，学习6/8拍的含义，掌握歌曲的
节奏情绪。

2、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掌握“连线”、“下行”的音乐知识，
并用于创作活动。

通过复习《愉快的梦》学习连线，引导学生用优美的`声音演
唱歌曲。

一、表演《愉快的梦》

1、开门见山导入：晚上你做梦吗？你听听这是日本孩子做的
《愉快的梦》——

聆听范唱。



2、再听一次：要听清他做一个什么梦？在梦中看见了什么？
（教师参与认真听，并打拍子。）

3、师生谈话议论歌曲内容。

4、你们是否注意到我刚才听的时候在做什么？——打拍子。
请大家看谱，我们过去打拍子，都是四分音符为一拍。而今
天的拍子不一样，是八分音符为一拍。请大家听我唱4小节曲
调，我边唱边打拍，请大家认真听，认真看（教师范唱4小节
曲调）。

5、请大家边看谱，边跟我打拍子。我再唱这4小节，已经领
悟的同学可轻轻跟我唱。

6、按刚才的方法，大家自学下面第二句的4小节曲调。也就
是带色块的4小节曲调。

7、第三句曲调再听我唱，请注意在什么地方换气。

（教师示范乐曲的曲调，在换气处要示意一下）

8、大家跟着我一起唱第三乐句。

9、请大家整理一下全曲，自学把歌的曲调唱会。

10、大家要非常连贯流畅地把曲调唱一下。注意连音线。

11、再听一次范唱。

12、全体唱歌词。

设问：怎样才能把歌曲唱好？

13、师生讨论。



答案：

（1）唱的时候好像自己在梦中看到小矮人，看到金星。

（2）因为是做梦，所以声音是柔和的，要唱得连贯。

14、有感性地背唱歌曲。

二、听辨活动：曲调的上行或下行

1、教师弹奏二遍。

2、学生用手指向下或向下，表示听辨的答案。

3、跟着钢琴唱一唱，感受一下旋律行进的方向。

音乐知识：“下行”教学基本要求

1、结合歌曲《愉快的梦》的教学进行讲解。

2、当学生自学第二乐句时讲解。

设问：这4小节曲调的行进方向有什么特征？

答案：每两小节都是往下进行。

小结：在音乐中曲调行进的方向往下行的，我们称为“下
行”。

巩固：《愉快的梦》曲调还有哪几处是下行的曲调请找一找
并唱一唱，有没有上行的曲调也找一找并唱一唱。

三、编创与活动——编自己的歌

1、创作4小节下行的曲调，节奏与音符完全按学生自己的愿



望进行创作。

2、教师对学生的创作，把典型的曲调介绍给全体学生，鼓励
积极参与者。

四、教师小结。

略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六

１、能听辩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的能力。

２、能遵守游戏规则，愉快地参与游戏。

３、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
趣。

４、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５、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１、小动物头饰人手一个。

２、小仙女头饰一个，音乐盒一个，配班老师一个。

一、听听音乐：

教师以小鸟姐姐的身份：“今天，小鸟姐姐请来了一位美丽
的客人——小仙女，小仙女带来了一个漂亮的音乐盒，我们
闭上眼睛一起来听听音乐盒里的音乐。”

二、跟着音乐走：

“音乐盒里的音乐好听吗？”



“那我们一起听着音乐让小仙女带我们到森林去玩。”

三、玩玩游戏：

１、“谢谢小仙女带我们来森林，一起说再见。”（小仙
女“再见有什么事就大声喊我。”）

２、玩拉拉手的游戏，中途老师说天黑了，小动物将头饰拉
下遮住眼睛。教师引导幼儿想想回家的办法。（是谁带我们
来的森林？）

３、请小仙女用她的音乐盒带我们回家：“小仙女，小仙女，
快来帮帮忙。”

４、小动物们遮着眼睛听着音乐回到了家，拉开头饰一起说：
“谢谢小仙女，再见。”（谁帮助我们回的家？我们是听着
什么回家的？）

游戏重复３次后，请个别幼儿来扮手持音乐盒的小仙女。

四、结束活动：

“想不想再玩一次游戏？那我们去找更多的好朋友一起
玩。”

在活动中，“小动物们”能够按照游戏规则参与进来，并能
够较准确地听辨声源的位置。但孩子们只能听辨出音源的前
后左右，并不能很好的听出音的高低位置，这有待于我们以
后的训练。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还可根据幼儿情况设置三
个或四个音源让幼儿听辨，加大了声音的干扰，为听辨制造
更大的困难。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七

1、能听辩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的'能力。

2、能遵守游戏规则，愉快地参与游戏。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1、小动物头饰人手一个。

2、小仙女头饰一个，音乐盒一个，配班老师一个。

一、听听音乐：

教师以小鸟姐姐的身份：“今天，小鸟姐姐请来了一位美丽
的客人——小仙女，小仙女带来了一个漂亮的音乐盒，我们
闭上眼睛一起来听听音乐盒里的音乐。”

二、跟着音乐走：

“音乐盒里的音乐好听吗？”

“那我们一起听着音乐让小仙女带我们到森林去玩。”

三、玩玩游戏：

1、“谢谢小仙女带我们来森林，一起说再见。”（小仙
女“再见有什么事就大声喊我。”）

2、玩拉拉手的游戏，中途老师说天黑了，小动物将头饰拉下
遮住眼睛。教师引导幼儿想想回家的办法。（是谁带我们来



的森林？）

3、请小仙女用她的音乐盒带我们回家：“小仙女，小仙女，
快来帮帮忙。”

4、小动物们遮着眼睛听着音乐回到了家，拉开头饰一起
说：“谢谢小仙女，再见。”（谁帮助我们回的家？我们是
听着什么回家的？）

游戏重复3次后，请个别幼儿来扮手持音乐盒的小仙女。

四、结束活动：

“想不想再玩一次游戏？那我们去找更多的好朋友一起
玩。”

在活动中，“小动物们”能够按照游戏规则参与进来，并能
够较准确地听辨声源的位置。但孩子们只能听辨出音源的前
后左右，并不能很好的听出音的高低位置，这有待于我们以
后的训练。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还可根据幼儿情况设置三
个或四个音源让幼儿听辨，加大了声音的干扰，为听辨制造
更大的困难。

小班音乐神奇的音乐盒教案反思篇八

目标：

1.能听辨音源的方向，提高听音能力。

2.能遵守游戏规则，愉快地参加游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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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教育准备：

一个音乐盒、小动物头饰若干

教育过程：

2、教师出示音乐盒，拨动发条，发出好听的音乐，请幼儿闭
上眼睛仔细听一听。

1、挑选一个喜欢的小动物的头饰，然后在教室里和朋友玩。

2、幼儿可以做自己所拿头饰动物的动作，当听到老师
说：“天黑了”。就把头饰拉下来，遮住眼睛表示天黑了。

3、教师播放音乐盒里的音乐，慢慢向前走，请幼儿听声音的
来源跟随着“小仙女”前进，寻找走出去森林的`路。

4、音乐停下来，幼儿摘下头饰高兴地欢呼“谢谢小仙女”

5、重复游戏3-4次，熟悉规则后，可请个别幼儿来扮演手持
音乐盒的小仙女。

教学反思：

在《小仙女的音乐盒》这次活动中，我采用了情景化的游戏
方式，因为我班孩子人数太多，因此我设计了多个角色，如
大树、小动物、河流、小石头，孩子们在活动时自由选择角
色进行表演，喜欢动的孩子和喜欢静的孩子都能在活动中有
所释放，参与到其中。

通过这次感官训练，我发现游戏化、情景化的表演确实很适
合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孩子们喜欢演绎不同的角色，模仿
不同的声像。



在活动中，“小动物们”能够按照游戏规则参与进来，并能
够较准确地听辨声源的位置。但孩子们只能听辨出音源的前
后左右，并不能很好的听出音的高低位置，这有待于我们以
后的训练。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还可根据幼儿情况设置三
个或四个音源让幼儿听辨，加大了声音的干扰，为听辨制造
更大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