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教案五大领域(汇总8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
基础知识，并融入实践经验。小编精心挑选了一些六年级教
案范文，希望能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一

1、通过欣赏、理解童谣内容，萌发对小鼓的喜爱之情。

2、学习对童谣的理解、表现能力。

3、理解童谣内容，能清晰、有表情的朗诵童谣。

4、培养初步的知识经验迁移和仿编能力。

5、理解童谣内容，丰富相关词汇。

6、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知识准备：

自由玩小鼓并听小鼓的咚咚声。

2、物质准备：

小鼓，多媒体设备，课件：开汽车、拍手、游泳、洗澡、跳
高、唱歌图片及声音。

3、物质准备：

收集各种各样的鼓，装饰布置环境。

一、导入在《我的小鼓响咚咚》的音乐背景下带幼儿拍手唱



歌坐好。

提问：小朋友们，刚才你听到歌词里面有什么?

二、展开教育

(一)引导幼儿理解并学习朗诵童谣。

1、教师有感情的朗诵一遍童谣。

2、教师边做动作边朗诵一遍童谣。

3、幼儿跟老师一起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

4、请个别幼儿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4人一组，分2-3组)

(二)引导幼儿仿编童谣的后两句。

1、逐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根据6种图片如：
开汽车、拍手、游泳、洗澡、跳高、唱歌说出6种相应的象声
词)提问：小鼓还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它做什么事情可以发
出这样的声音呢?(当幼儿说出小鼓做的一种事情，教师出示
相应课件图片及声音，请6个幼儿分别说出与6种声音相应的
象声词及做什么事情)

2、引导幼儿仿编童谣。

(三)根据以上方法教师引导幼儿自由仿编童谣。

三、活动结束教师小结活动过程，带幼儿把自己编的童谣带
回去给别的小朋友听。

四、活动延伸幼儿在午睡时，同伴可以引导幼儿用关心他人，
不影响他人的正确行为来表现。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日积月累，
潜移默化。



我的小鼓响咚咚我的小鼓响咚咚，我说话儿它都懂，我说小
鼓响三声，我的小鼓，咚，咚，咚！。

哎呦呦，这不行，妹妹睡在小床中，我说小鼓别响了，小鼓
说声：“懂，懂，懂”！。

本节活动分三个环节。在学习童谣环节中，教师创设幼儿喜
爱的“和小鼓做游戏”的情境，调动幼儿多种感官学习童谣。
幼儿能够较深入地理解内容，体验童谣的语言结构和韵律特
点。在引导仿编过程中，教师通过出示图片引导迁移生活经
验，幼儿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热情，思维活跃、发言踊跃，
快乐地完成了仿编学习。活动环节清晰，层层递进，较好地
实现了活动目标。

教师本身的示范引导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教
师要学会大胆放开自己，让自己充分为自己的教学活动服务。
亲切的态度，夸张的语态，优美的歌声等等。这些都是一节
好的音乐活动所必备的。

活动重点立足于“幼儿在理解诗歌内容，清晰、有表情地朗
诵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仿编”。因此，活动中教师需要引
导幼儿充分感受、理解童谣，体验作品语言的结构形式、韵
律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扩展想象，
仿编童谣。小班仿编活动的特点是：只要求幼儿在原有诗文
的基础上换词，通过改变某个词来体现诗歌的'变化。在游戏
的情境中学习仿编，更符合小班幼儿年龄特征。因此，在活
动中教师创设“和小鼓做游戏”的情境，运用直接示范朗诵
和边做动作边朗诵的方式调动幼儿眼睛、耳朵等多种感官去
欣赏和思考，从而更好地感受、理解童谣内容，体验童谣的
语言结构和韵律特点。在引导仿编过程中，教师运用“出示
动作图片，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说出象声词”——“根据
动作和象声词仿编童谣的后两句”——逐步过渡到“脱离图
片自由想象仿编”的模式，师幼互动积极有效，幼儿体验到
成功的愉悦，较好地完成了仿编目标。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二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学说介词在；方位词：上、下、里、后、旁

2、能用完整话我在……上（下、里、后、旁）

3、幼儿喜欢参与游戏

活动准备：故事背景图、小猫的图片、歌曲、在教室布置好
捉迷藏的场景

活动过程：

一、教师用故事引入主题

1、出示故事的情境图片，边看图边讲故事，引起幼儿的兴趣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三只猫姐妹们高高兴兴的来到草地上
玩耍，你看他们多开心啊！过了一会，小黄说：‘跑跑跳跳
的没意思，咱们做个游戏吧。’其他两只小猫拍着手同意了。
‘咱们玩捉迷藏’。一会的工夫他们就跑的没影了，藏了起
来，呀！他们都到哪去了呢？”

2、小朋友们帮助找一找吧

请三名幼儿到前面来找到三只小猫，并且要告诉其他小朋友
它藏到哪里了

二、请幼儿参与帮助小花猫藏起来

1、请两组幼儿到前面来，分别帮助小猫藏起来，请其他的孩
子来找



“小猫说小朋友们真聪明，但是它玩了一次还没玩够，还想
再玩，它想请小朋友帮助它藏，让别的小朋友来猜，这几个
小朋友藏的时候其他人要把小眼睛闭上，不能看。”

2、请幼儿用“小猫藏在什么地方”的句式说一句完整的话。

三、游戏：捉迷藏

1、小猫玩累了要回家了，不如我们自己来玩这个游戏吧！

教师说明游戏规则：请幼儿两个人一组，一个藏，一个找。
找到的幼儿要说出，是从哪找到的他的，用一句完整的话表
述。第二遍时互换角色。

2、提醒幼儿在游戏时注意安全，藏的人不能有声音。

3、幼儿听音乐放松，回座位。

四、歌曲《捉迷藏》

活动自评：

在这次活动中，是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幼儿的兴趣很高，都
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游戏中。以小猫的形象与幼儿对话，适合
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教师是围绕着目标进行的教育活动，
用方位词贯穿始终。通过这个活动，幼儿进一步的明确了方
位词的使用，在语言的表述上有一定的进步。

《咚咚咚，谁在家》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三

音乐可以给人快乐，可以让人忘记烦恼，还可以带走寂寞。
总之，音乐虽然不是万能，但和金钱一样，没有它万万不能。

除此之外，音乐还能造就天才。科学研究表明，音乐的波动
能以生物电的形式影响人的记忆神经元，刺激大脑的神经回
路，像架设桥梁一样，它可以使大脑的`神经元上的突触数增
加、轴突变粗，从而使大脑内的信息交换加快、思维能力增
强，即记忆力增强、思考反应能力变快。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四

活动目标：

1.听辩节奏游戏：巩固幼儿对二分、四分、八分音符的辨别。

2.让幼儿学唱并演奏歌曲。

3.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4.在学习歌表演的基础上，结合游戏情节，注意随着音乐的
变化而变换动作。

活动准备：歌曲《咚咚锵》，节奏卡片，钢琴，鼓类、铁类
乐器。

活动过程：



1.听辩节奏游戏

（1）节奏传递游戏

（2）教师演奏“火车快飞”（钢琴），变换不同的速度让幼
儿走。教师展示八分音符时，提示幼儿小火车要走快一点，
以此类推，走完全曲之后回到教师处，也就是火车站。教师
选择一位扮演火车头的幼儿，挂好四分音符的卡片，请幼儿
带领，用四分音符的速度走完全曲，教师通过钢琴来配合并
帮助幼儿。

2.歌曲《咚咚锵》

（1）让幼儿欣赏音乐。

（2）教师引导幼儿念歌词，配合歌曲的原节奏，教师念一句，
幼儿跟着念一句，到最后一句时幼儿与教师一起念。

（3）将幼儿分成“咚”、“锵”两组，“咚”为鼓类乐
器，“锵”为铁类乐器。按照固定的节奏敲奏出来。

（4）跟随歌曲音乐进行乐器敲奏。

活动反思：

发现，前面鼓和锣单敲的时候，幼儿能够很好的敲出来，但
是当鼓和锣合奏的时候，幼儿之间的衔接并不是很好，出
现“断裂及慢”的现象。之间的共同合作不是很完美。但是
庆幸的是孩子们都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教学目标基本达成。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五

目标：感受音乐的节奏，能在唱到”咚咚啪“时做出相应的



动作。

内容：音乐游戏--咚咚啪

重点：喜欢做不同的”咚咚啪“

难点：乐意跟上音乐一起做

形式：集体

准备：音乐

过程：

一、礼物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二、反复练习“咚咚啪”

1、我也想试一下，你们看我是怎么敲的？

2、谁看到我是怎么敲的？咱们一起试一下。

3、刚才，咱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啪，现在做一个“很
小很小”的“啪”。你们想想，怎么样做就是“很小很小”
的啪呀？(再小小的，咚咚啪)

玩累了没有、咱们一起休息一下吧！好了，伸个“大懒腰”
吧！好舒服呀！咱们做一个“大懒腰”的咚咚啪，好不好？
（大懒腰，咚咚啪）

4、刚才做了一个“大懒腰”的咚咚啪，走路时的“咚咚啪”
怎么做？（走来走去、咚咚啪）

5、你们看我在干什么？（师做转个大圈，咚咚啪）



三、欣赏vcd，让幼儿完整充分地感受旋律，同时激发幼儿的
表现欲。

老师这也有些小朋友会做“咚咚啪”想不想看看他们是怎么
做的.。

四、跟上音乐动起来。

他们做的好不好？咱们和他们比一比吧！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咱们开始吧！

五、通过互动来巩固动作。

1、刚才，小三班的小朋友做的真棒，现在，老师要请几个小
朋友来做一下，然后每个小朋友再请一个客人老师和你一起
做。

2、咱们请所有的客人老师一起做，好吗？（客人老师，咱们
一起做，好吗？）延伸：

幼儿创编其它的“咚咚啪”

附：歌词

大懒腰，咚咚啪，大懒腰，咚咚啪，咚咚啪、咚咚啪，再小
小地咚咚啪；走来走去、咚咚啪，走来走去，咚咚啪咚咚啪，
咚咚啪，一起前进咚咚啪；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咚咚啪，跑来
跑去跑来跑去咚咚啪，咚咚啪、咚咚啪、我们转个大圈咚咚
啪。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六

鼓，是中国常见的打击乐器，构造简单，品种繁多，深受中
国人民的喜爱。叮叮咚咚的拨浪鼓，晃啷晃啷的铃鼓，圆圆



肚子的小红鼓，此类乐器更因其外形可爱、声音悦耳、节律
感强等特点而深受幼儿的喜爱。童谣《我的小鼓响咚咚》作
品原型是歌曲《我的小鼓响咚咚》。由于歌曲曲调优美，歌
词诙谐有趣，又具有关心他人的含义，游戏时不妨碍他的教
育意义，许多版本的幼儿园教材中都使用过。今天，我们展
示给大家的是小班语言文学活动———仿编童谣。活动重点
立足于“幼儿在学习、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
仿编”。使幼儿在体验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同时，通过与同伴、
教师之间的互动，发展想象力、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1、情感与态度目标：通过欣赏、理解童谣内容，萌发对小鼓
的喜爱之情。

2、知识与能力目标：发展对童谣的理解、表现能力。

3、技能目标：理解童谣内容，能清晰、有表情的朗诵童谣。

4、创造力培养目标：培养初步的知识经验迁移和仿编能力。

1、知识准备：幼儿自由玩小鼓并听小鼓的咚咚声。

2、物质准备：小鼓，多媒体设备，课件：开汽车、拍手、游
泳、洗澡、跳高、唱歌图片及声音。

3、物质准备：收集各种各样的鼓，装饰布置环境。

一、导入

在《我的小鼓响咚咚》的音乐背景下带幼儿拍手唱歌坐好。

提问：小朋友们，刚才你听到歌词里面有什么？

二、展开

（一）引导幼儿理解并学习朗诵童谣。



1、教师有感情的朗诵一遍童谣。

2、教师边做动作边朗诵一遍童谣。

3、幼儿跟老师一起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

4、请个别幼儿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4人一组，分2—3组）

（二）引导幼儿仿编童谣的后两句。

1、逐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根据6种图片如：
开汽车、拍手、游泳、洗澡、跳高、唱歌说出6种相应的象声
词）

提问：小鼓还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它做什么事情可以发出
这样的声音呢？（当幼儿说出小鼓做的一种事情，教师出示
相应课件图片及声音，请6个幼儿分别说出与6种声音相应的
象声词及做什么事情）

2、引导幼儿仿编童谣。

（三）根据以上方法教师引导幼儿自由仿编童谣。

三、结束

教师小结活动过程，带幼儿把自己编的童谣带回去给别的小
朋友听。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七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感受乐曲欢快的气氛。

2.体验节日的快乐。



4.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

活动准备：

1.小锣、小鼓若干；音乐；2.有玩小锣、小鼓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引出主题：

说说我们怎样庆祝新年？在新年里小朋友们会干什么？

二、玩锣鼓：

出示锣鼓，提问：这是什么？怎么玩？

以”咚咚锵“的旋律为背景音乐。

1.请幼儿个别幼儿上来敲敲小鼓。

2.两人自由结对地进行敲打。

3.幼儿边玩边念儿歌。

三、学唱歌曲：

1.跟着老师敲出的节奏进行念儿歌2.幼儿拍出节奏3.随歌曲
音乐，用拍腿和跺脚来表示锣和鼓的节奏。

4.学唱歌曲引导幼儿跟着老师欢快的演唱。

还可以分成小鼓、小锣两组进行演唱。

5.表现歌曲，体验过节的快乐。



活动反思：

小班教案五大领域篇八

1、情感与态度目标：通过欣赏、理解童谣内容，萌发对小鼓
的喜爱之情。

2、知识与能力目标：发展对童谣的理解、表现能力。

3、技能目标：理解童谣内容，能清晰、有表情的朗诵童谣。

4、创造力培养目标：培养初步的知识经验迁移和仿编能力。

1、知识准备：幼儿自由玩小鼓并听小鼓的咚咚声。

2、物质准备：小鼓，多媒体设备，课件：开汽车、拍手、游
泳、洗澡、跳高、唱歌图片及声音。

3、物质准备：收集各种各样的鼓，装饰布置环境。

一、导入

在《我的小鼓响咚咚》的音乐背景下带幼儿拍手唱歌坐好。

提问：小朋友们，刚才你听到歌词里面有什么？

二、展开

（一）引导幼儿理解并学习朗诵童谣。

1、教师有感情的朗诵一遍童谣。

2、教师边做动作边朗诵一遍童谣。

3、幼儿跟老师一起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



4、请个别幼儿边做动作边朗诵童谣。（4人一组，分2—3组）

（二）引导幼儿仿编童谣的`后两句。

1、逐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根据6种图片如：
开汽车、拍手、游泳、洗澡、跳高、唱歌说出6种相应的象声
词）

提问：小鼓还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它做什么事情可以发出
这样的声音呢？（当幼儿说出小鼓做的一种事情，教师出示
相应课件图片及声音，请6个幼儿分别说出与6种声音相应的
象声词及做什么事情）

2、引导幼儿仿编童谣。

（三）根据以上方法教师引导幼儿自由仿编童谣。

三、结束

教师小结活动过程，带幼儿把自己编的童谣带回去给别的小
朋友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