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
思(通用8篇)

四年级教案涉及到各个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教学内容，需要综
合考虑学科之间的联系与融合。高三教案的范文展示，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教学设计。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乐曲和教师的讲解，激发学生对乐曲产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并用心体会演奏家完美的演奏技巧。

2、能够较流畅的演奏乐曲，在演奏中灵活运用单吐、滑音、
打音、叠音、颤音等技巧。体验演奏的乐趣，树立自信心，
培养实践演奏能力和合作精神。

3、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提高对音乐的表现和创造
能力；在实践中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教学重点：

理解乐曲，掌握葫芦丝的基本演奏方法。

教学难点：

准确地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并达到一定表现力。

教学具准备：

光盘、葫芦丝、乐谱等。



教学过程：

一、首先请同学们欣赏一段葫芦丝乐曲（播放《月光下的凤
尾竹》葫芦丝吹奏光盘）。激发学生对乐曲产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并用心体会演奏家完美的.演奏。

二、向学生讲解乐曲的内容、风格特点、曲式结构，帮助学
生理解乐曲所要表现的内涵、意境。

师：《月光下的凤尾竹》轻柔美丽像绿色的雾，竹楼里的好
姑娘，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多少深情的葫芦笙，对你倾诉着
心中的爱慕……，这是一只优美动听脍炙人口的云南傣族民
歌，也是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葫芦丝独奏曲，幽暗笼罩着的
竹林里，那轻柔委婉的葫芦丝声是小伙子对心中心爱的真情
流露，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葫芦丝“轻”“飘”“柔”的特殊音色，在该曲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体现，是葫芦丝独奏曲中的精品，在演奏中滑音技
巧的频繁运用使乐曲更圆润更富有表现力，加上打音、吐音、
叠音、波音的出现使该曲给人以柔而有力的艺术魅力，音乐
以三拍子的节奏和明快、跳跃、舒缓的旋律再次表现了该曲
的魅力，使众多爱好者和演奏者为之而陶醉。

三、技巧展示：老师现场示范演奏并分段进行吹奏技巧分析。

1、滑音：在葫芦丝的演奏中滑音起到的作用主要是音与音的
过度，做到圆润、优美、流畅并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
是傣族风格乐曲的演奏滑音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

滑音可分为上滑音和下滑音。首先讲解上滑音的演奏，上滑
音用反抛物线标识上滑音由低音滑向高音，其演奏方法是手
指由低音向高音抹动抬起，上滑音的演奏我们只要一句话，
手指由直接抬起变为抹动抬起，上滑音的的效果自然出现。



2、虚指颤音：在葫芦丝的演奏中，云南傣族民间乐曲风格常
用的一种技巧颤音的好坏主要靠手指弹性的发挥，需要长期
练习。

3、打音与叠音：它们都是发音极短不占时值，它们的区别在
于，打音手指在本音及下方音孔上做快速开闭，而叠音则是
在本音孔上方或最上方音孔上手指做快速开闭，，它比打音
的速度稍慢，关键是速度、力度要适当，在实践中多体验、
摸索去选择。

四、个别指导：

1、练习时首先让同学们找出乐曲中的异同，然后从一拍到一
个小节再到一个乐句，由易到难逐层分解学习，因为前面环
节有些两个音的连奏已经练过，这样学生很快就能掌握。

2、分组学习。分别学习前一句和后一句，比一比，哪一组学
得又快又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们在竞争情境中，很
快就学会了。最后，再趁热打铁让学生们学吹另一乐句。这
样，同学们兴味盎然、轻松愉快地掌握了乐曲的演奏，初尝
了成功的喜悦。

3、安排学生吹奏某一乐句（带演奏技巧的如滑音、打音、叠
音、颤音），针对学生吹奏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个别指导。辅
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继续强化打音、滑音、吐音、虚指震音
等基本功训练。

五、师生互动：

1、学生演奏、复习几首学过的乐曲《婚誓》《军港之夜》
《荷塘月色》

2、师生合奏乐曲。



六、学生提出自己在练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师现场
解答、指导。

七、提出希望：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时

1、在演奏中让同学们对比音乐的轻、柔、强、弱，因为勤思
考多动脑是自学的好方法。

2、同学们应该明白，学习全靠自己用功，一个字“练”，老
师只是领路人。

3、对学生进行鼓励，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九、小结：同学们，葫芦丝音乐如此美妙，我们应该继承和
发扬中国的音乐文化，并将它推行世界。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二

看不到风的影子，

风儿吹，

看到了风尾竹，

竹在风中摇摇摆摆，

心在风中飘飘荡荡，

月光下的风尾竹，

心在风中寻寻觅觅着，

一个清幽洁静的地方，

月光下的凤尾竹5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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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三

1．欣赏乐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初步了解傣族音乐的风格
特点。

2．通过现场欣赏葫芦丝等乐器演奏及随音乐舞蹈，多通道感
受乐曲柔美、流畅等特点。

3．积累合作舞蹈的智慧，体验其中的乐趣。

1．乐器(葫芦丝、笛子、陶埙)，录音带。

2．教师用的少数民族服装，幼儿用的自制羽毛腕饰。

1．教师与幼儿一起随音乐进入活动室，完整欣赏录音乐曲第
一遍，感受乐曲的美妙、动听。

2．幼儿欣赏乐曲第二遍，教师引发幼儿注意听辨主奏乐
器——葫芦丝。

3．教师现场用笛子、陶埙、葫芦丝分别演奏，请幼儿分辨乐
曲中的主奏乐器。

4．教师用葫芦丝现场完整演奏乐曲。

5．教师与幼儿讨论乐曲的相关信息，如云南、傣族、凤尾竹



以及曲名等。

6．教师穿上傣族服装，合作舞蹈。

7．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带上腕饰参与表演，分别进行孔雀舞表
演及模仿吹葫芦丝表演，教师提示幼儿跟随音乐旋律、节奏
做不同动作。

8．幼儿分角色两两组合随音乐完整表演1—2遍。自我反思活
动以音乐欣赏为主线，用整合的手段营造了一个审美的艺术
氛围，借助葫芦丝、陶埙、笛子、少数民族服装、孔雀舞、
教师现场演奏等多种与乐曲相关的.要素，帮助幼儿全面感受、
理解乐曲。幼儿通过多通道的参与，发展审美能力。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感受三拍子的优美，能听出乐曲的段落。

2、能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出对乐曲的感受。

3、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学唱歌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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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孔雀头饰15个，葫芦丝一个，图谱，音乐等。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



美丽的傣族是小孔雀的家，它们最爱美，常常到小河边梳妆
打扮。一天，一群美丽的小孔雀趁着月光，漫步在小河边的
凤尾竹下，它们互相整理着羽毛，微风吹过，凤尾竹随风轻
轻摇摆，小孔雀看见了，会干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到音乐
中来找答案吧。

二、欣赏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

1、欣赏音乐第一遍，提问：你觉得音乐中小孔雀在干什么？
这段音乐是几拍子的.呢？

2、欣赏音乐第二遍，幼儿感受三拍子。

3、欣赏音乐第三遍，教师演示图谱，帮助幼儿理解乐曲段落。

4、欣赏音乐第四遍，要求幼儿能在每句末做一孔雀造型。

5、欣赏音乐第五遍，要求幼儿能准确地听出在那里做造型。

6、欣赏音乐第六遍，幼儿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出对乐曲的
感受。

三、结束活动

1、告诉幼儿的乐曲名字。

2、出示葫芦丝，告诉幼儿葫芦丝是傣族的特色乐器。

3、带幼儿到室外去吹葫芦丝。

活动反思：

这是一次学习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并在领导、同事的帮
助下，顺利地展示了这节课。从准备到上课，这是个提高自
我的过程，例如写详案，把小朋友可能说的话也写出来，把



所有联接语都写了出来，这样就能更流畅地进行教学。其次，
通过几次试上，让自己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不足，每一次上
完，都有很大的提高。总之，通过这次上课，提高了自身的
教学水平，更让我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欣赏乐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初步了解傣族音乐的风格
特点。

2、通过现场欣赏葫芦丝等乐器演奏及随音乐舞蹈，多通道感
受乐曲柔美、流等特点。

3、积累合作舞蹈的智慧，体验其中的乐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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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活动准备：

1、乐器（葫芦丝、笛子、陶埙），录音带。

2、教师用的少数民族服装，幼儿用的自制羽毛腕饰。

活动过程：

1、教师与幼儿一起随音乐进入活动室，完整欣赏录音乐曲第
一遍，感受乐曲的美妙、动听。

2、幼儿欣赏乐曲第二遍，教师引发幼儿注意听辨主奏乐
器――――――葫芦丝。



3、教师现场用笛子、陶埙、葫芦丝分别演奏，请幼儿分辨乐
曲中的主奏乐器。

4、教师用葫芦丝现场完整演奏乐曲。

5、教师与幼儿讨论乐曲的相关信息，如云南、傣族、凤尾竹
以及曲名等。

6、两名教师穿上傣族服装，合作舞蹈。

7、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带上腕饰参与表演，分别进行孔雀舞表
演及模仿吹葫芦丝表演，教师提示幼儿跟随音乐旋律、节奏
做不同动作。

8、幼儿分角色两两组合随音乐完整表演艺术1―2遍。

活动反思：

活动以音乐欣赏为主线，用整合的手段营造了了个审美的艺
术氛围，借助葫芦丝、陶埙、笛子、少数民族服装、孔雀舞、
教师现场演奏等多种与乐曲相关的要素，帮助幼儿全面感受、
理解乐曲。幼儿通过多通道的参与，发展审美能力。不足之
处：第一，在双人舞表演之前，应预先用提问的方式，引导
幼儿注意观察两位教师是如何配合的，具体有哪些动作或造
型，表演之后教师再组织幼儿交流和尝试，那么幼儿即兴跳
双人舞产效果会更好；第二，在与幼儿讨论音乐背景之前，
应让幼儿观看云南傣族人民生活和歌舞的录像资料，使幼儿
的经验和体验更加直观、丰富。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六

1、欣赏乐曲，体验民族风情，增强对少数民族的喜爱之情。

2、感受傣族舞蹈的优美、朴实，学习简单的孔雀舞。



3、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体验舞蹈的美。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音乐、flash、羽毛、葫芦丝、二胡。

一、进入教室

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一位傣族姑娘，你们知道傣族吗?

幼：知道。

师：你真聪明，你怎么知道的呀?

幼：不知道。

师：傣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
双版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傣族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二、欣赏音乐

师：听了这段音乐你们有什么感觉?

幼：好听、开心，感觉象在妈妈怀里睡着了一样。

师：恩，好的`，还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那你感觉怎样?有不
同的意见吗?

师小结：这段音乐听上去感觉很宁静、悠扬，心里感觉很舒
畅，象小河流水一样。



三、再次欣赏，分辨乐器

师：那这段音乐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呢?你们知道吗?

幼：二胡、葫芦丝、喇叭......

师：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些乐器演奏的?试一试乐器。

师：有的小朋友说二胡，有的说用葫芦丝，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音乐。

幼：葫芦丝。

师：真聪明，你怎么知道的呀?

幼：因为上面有个葫芦。

师：恩，还因为它吹奏出来的声音就象抖动丝绸那样飘逸、
轻盈，所以称它为葫芦丝。我们一起吹一吹吧!(等待前奏再
开始)

四、欣赏flash

师：我们傣族除了有葫芦丝，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呢!我们一
起欣赏吧!

看完后提问：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幼：有很多竹子。师：对，这是我们傣族很有代表性的竹子，
叫作凤尾竹。

幼：有人在吹葫芦丝。师：你看的真仔细。

幼：有房子。师：那是我们傣族的竹楼。



幼：月亮。师：恩，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

幼：好几个人。师：对，还有傣族的姑娘小伙子们。

幼：小孔雀。师一边换裙子一边：傣族人民把孔雀看作是智
慧、吉祥、幸福的象征。

五、教师表演舞蹈

师：我们来看看小孔雀在这首音乐里干什么?

教师表演完，提问：小孔雀在干什么?

幼：散步。师：它是怎样散步的?恩，它走路的时候是很轻盈、
飘逸的，我们一起学一学它轻盈地散步。(表扬：这个小孔雀
很轻盈)

幼：喝水。师：小孔雀喝水的时候也是轻轻的，很优雅的，
一起学一学。

幼：理毛。师：恩，出发前，小孔雀还理理毛呢。我们一起
学一学。

幼：跳舞。师：它跳舞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扬起了羽毛，
我们一起学一学。

师小结：恩，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洒在小孔雀身上，小孔
雀理理羽毛，准备出发了，小孔雀静悄悄地散步，真轻盈;走
走很高兴，跳个舞;跳舞累了，轻轻地喝喝水。

六、再次听音乐做动作

师：那小孔雀是在音乐的什么时候理毛?什么时候散步?什么
时候会跳舞?什么时候会喝水呢?我们再听一听音乐，想一想。



师随着音乐提问：这时候小孔雀干什么?幼做动作：小孔雀梳
梳羽毛，准备出发了;这时候它在做什么?月光多美呀!恩，小
孔雀散散步;那这时候呢?天气真好，跳个舞吧;最后呢?小孔
雀累了喝喝水吧!

七、跟音乐表演

师：我们跟着音乐来做一回优雅高贵的小孔雀好吗?(注意要
听好乐句变化噢!)

幼：好!

表扬：我很喜欢这个小孔雀，因为她刚才散步的时候很轻盈;
我也很喜欢这两个小孔雀，她们喝水的时候是静悄悄的。

八、戴上羽毛表演

师：小孔雀表演的真好!我还带来了很多孔雀羽毛，小孔雀们
快来戴上了表演吧!

表扬：这个小孔雀打扮的真快，这个小孔雀还会帮助其他小
孔雀呢!真好!

幼：准备好了。表扬：这里有一对小伙伴，恩，这个小孔雀
已经找好小伙伴啦!

幼儿表演。

师：今天我和小朋友一起欣赏了好听的音乐——《月光下的
凤尾竹》，还带来了美丽的孔雀舞，其实我们傣族还有其他
很多风情呢!瞧，还有传统的节日——泼水节!走，我们一起
去参加泼水节吧!



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欣赏乐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初步了解傣族音乐的风格
特点。

2、通过现场欣赏葫芦丝等乐器演奏及随音乐舞蹈，多通道感
受乐曲柔美、流等特点。

3、积累合作舞蹈的智慧，体验其中的乐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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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活动准备：

1、乐器（葫芦丝、笛子、陶埙），录音带。

2、教师用的少数民族服装，幼儿用的自制羽毛腕饰。

活动过程：

1、教师与幼儿一起随音乐进入活动室，完整欣赏录音乐曲第
一遍，感受乐曲的美妙、动听。

2、幼儿欣赏乐曲第二遍，教师引发幼儿注意听辨主奏乐
器――――――葫芦丝。

3、教师现场用笛子、陶埙、葫芦丝分别演奏，请幼儿分辨乐
曲中的主奏乐器。

4、教师用葫芦丝现场完整演奏乐曲。



5、教师与幼儿讨论乐曲的相关信息，如云南、傣族、凤尾竹
以及曲名等。

6、两名教师穿上傣族服装，合作舞蹈。

7、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带上腕饰参与表演，分别进行孔雀舞表
演及模仿吹葫芦丝表演，教师提示幼儿跟随音乐旋律、节奏
做不同动作。

8、幼儿分角色两两组合随音乐完整表演艺术1―2遍。

活动反思：

活动以音乐欣赏为主线，用整合的手段营造了了个审美的艺
术氛围，借助葫芦丝、陶埙、笛子、少数民族服装、孔雀舞、
教师现场演奏等多种与乐曲相关的要素，帮助幼儿全面感受、
理解乐曲。幼儿通过多通道的参与，发展审美能力。不足之
处：第一，在双人舞表演之前，应预先用提问的方式，引导
幼儿注意观察两位教师是如何配合的，具体有哪些动作或造
型，表演之后教师再组织幼儿交流和尝试，那么幼儿即兴跳
双人舞产效果会更好；第二，在与幼儿讨论音乐背景之前，
应让幼儿观看云南傣族人民生活和歌舞的录像资料，使幼儿
的经验和体验更加直观、丰富。

《月光下的凤尾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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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欣赏乐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能用语言、肢体动作表达
自己对傣族舞的美的感受。

2、能大胆创作，用长卷画的形式表现傣族姑娘的优美姿态。

活动准备：

长卷画背景、《月光下的凤尾竹》音乐、一段傣族舞、课件

活动过程：

一、欣赏音乐

师：

1、今天我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请大家欣赏一下。

问：听了这段音乐你有什么感觉？

小结：这首音乐是用葫芦丝吹奏的，名字叫《月光下的凤尾
竹》。

小结：傣族姑娘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她们能歌善舞，在
柔和的月光下，围着凤尾竹，翩翩起舞。



2、瞧：美丽的傣族姑娘来了。

二、发现傣族穿着、打扮的特色，为构图埋下伏笔。

1、傣族姑娘美吗？你觉得她什么地方很美？

发髻、筒裙、图案

2、这儿还有两件漂亮的'傣族服装呢：重在欣赏服饰图案。

三、教师跳傣族舞。

师：穿上漂亮的傣族服饰，来跳一段好看的傣族物吧。

1、师：傣族姑娘在模仿谁在跳舞吗？

小结：能歌善舞的傣族人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那里有许
多美丽的孔雀，傣家姑娘喜欢学着孔雀来跳舞。

2、幼儿学一学孔雀的动作。

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只美丽的小孔雀，

师幼一起做理理羽毛、喝水动作

师：休息一会儿，我们来欣赏一下小孔雀漂亮的舞姿：手、
身体形状

小结：这是傣族舞中最漂亮的动作，小孔雀挺起胸、尾巴高
高翘起，身体呈“s”形，这个动作叫“三道弯”。

师：小孔雀，我们一起来把最漂亮的动作摆一摆。

四、师幼一起跳舞



师：小孔雀，我们一起听着好听的音乐跳起来吧！

师：这只小孔雀跳得真漂亮、动作真优美；我们两个一起来
跳吧；这个造型真好看！

五、幼儿创作：跳着跳着，天色晚啦，月亮慢慢地升起来，
晚风吹拂着月光下的凤尾竹，篝火晚会开始啦！傣族姑娘盘
起高高的发髻，穿起长长的筒裙，小朋友，赶快拿起你们的
画笔，把你们优美的舞姿画下来吧！

六、活动结束：让我们听着优美的音乐跳起来吧！

活动反思：

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以幼儿为主，教师为辅，充分给
幼儿探索的材料和机会，激励幼儿大胆探索与表达发现。通
过总结和知道上好一节课，最主要的是目标定位要准确，充
分了解幼儿，要为幼儿提供探索的材料和环境，教态要好，
有强烈的应变能力，其次要熟透教案，对每个环节的设置都
能充分考虑到幼儿的个别差异。这样，在任何场合都能把一
节课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