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 音乐
大猫小猫教案(模板8篇)

通过初一教案的编制和使用，可以促使教师思考教学目标的
设定和达成的有效途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以下是一些教
育专家精心编写的二年级教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
发。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感受歌曲中较轻较响的.两种声音。

2、愿意跟老师一起学做猫。

活动准备：

录音伴奏带

活动过程：

1、欣赏歌曲

师：宝宝们，你们看谁来了?

(1)师表演，托儿欣赏

说说刚才来了一只什么猫?

另一只什么猫?

(2)重复听赏



说说刚才两只猫是怎么叫的?

(大猫的声音怎么样?小猫的声音怎么样?)

2、反复感受

(1)托儿跟着老师一起随着音乐学做大猫小猫。

(2)引导托儿大猫叫时声音大，小猫叫时声音小。

3、模仿跟学

师：大猫小猫们，我们一起捉老鼠去罗!

模仿动作，边唱边跳。

上海怡人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二

一、活动目标：

1．尝试用声音的强弱、动作幅度的大小感受和表现歌曲的力
度。

2．尝试仿编歌词，体验仿编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

大猫、小猫的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导入，学习大猫、小猫唱歌的声音。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位神秘的朋友，（喵喵喵喵喵）
是谁呀？

谁会像猫咪一样唱歌？（带领幼儿学唱喵喵喵喵喵）

3．师：声音大的猫咪是哪一只？（大猫）声音小的猫是哪只？
（小猫）二、

4．师：我们来学学它们的声音好吗？大猫的声音怎么样？小
猫

的声音呢？

（二）听辨两段音乐

1．师：它们想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呢，听，谁走在前面，是大
猫还是小猫？

——教师弹奏两段音乐。

2．师：谁走在前面，为什么？大猫的声音怎么样？

（三）学唱歌曲

师：小猫也想来介绍自己呢！它是谁？它的声音怎么样？

歌喽！我是一只（），我的声音很（），喵喵喵喵喵。

3．师：现在我来变，你们来唱，好吗？

（四）仿编歌曲

2．师：请你们回去问问爸爸妈妈还有哪些小动物还会唱歌，
好吗？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三

1、 感受大猫小猫叫声的力度，学习唱歌曲。

2、 初步学习用声音的强弱来表现歌曲中大猫小猫的形象。

3、 乐意参加活动并能在集体面前表现自己，体验音乐活动
带来的快乐。

大猫小猫的头饰各一个，大猫小猫图片，音乐《大猫小猫》

1、 出示图片，引出主题。

（2）、教师小结：哦，原来大猫叫起来声音响响的很大，小
猫叫起来声音很小轻轻的。

（3）、那我们来学一学大猫小猫叫

2、感受歌曲，学唱歌曲

（1）、教师：大猫小猫说它们不光会喵喵叫还会唱歌呢！听！

（2）、大猫小猫唱的好听吗？歌里唱了什么？

（3）、再次听歌曲，让幼儿听一听歌曲里唱的和小朋友说的
一样吗？

（4）、教师：跟着老师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

（5）、教师：再次唱歌曲，大猫声音大，小猫声音小的唱。

（6）、分角色来演唱。

3、音乐游戏《大猫小猫》



（1）、听到我是一只大猫是站起来，听到我是一只小猫是蹲
下。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四

1、感受演唱两段歌词力度的差异，学习用声音的强弱，动作
的幅度的大小来表现歌曲的力度差异。

2、借助对动物形象的理解以及教师琴声的强弱和自己的动作
幅度的暗示，学习用适当的音量演唱歌曲。

3、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集体演唱中感到愉快。

动物图片若干

一、幼儿随拍手点头音乐进场入座。

二、演示教具，幼儿观察，理解动物形象大小与演唱力度的
关系。

1、师：音乐真好听，引来了两个动物，他们也要来唱歌了。
出示图片1（大猫小猫）

师指图朗诵歌词，你听到它们怎么介绍自己的？

2、师示范演唱歌曲。（随伴奏）

3、大猫小猫唱歌时有什么不一样？学学大猫的声音，幼儿学
唱大猫歌词部分。

4、提出要求：大猫的声音要大，让很多人听见，小猫声音要
小，让老师听见。

5、幼儿随伴奏唱歌2遍。



6、出示大狗小狗图片，听大狗也要来唱歌了。（师范唱）小
狗怎么唱？请幼儿接唱。

7、要求：大狗坐着唱，小狗蹲着唱。师生一起学唱大狗小狗
歌。

8、出示大鼓小鼓图片。怎么唱？师生一起唱。

9、做打大鼓和小鼓动作一起演唱。

10、还有谁也会来唱歌？根据幼儿回答或看大图片，师生一
起演唱并自编动作进行歌表演。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五

1、尝试用声音的强弱、动作幅度的大小感受和表现歌曲的力
度。

2、尝试仿编歌词，体验仿编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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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猫、小猫的图片

（一）导入，学习大猫、小猫唱歌的声音。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位神秘的.朋友，（喵喵喵喵喵）
是谁呀？谁会像猫咪一样唱歌？（带领幼儿学唱喵喵喵喵喵）

3、师：声音大的猫咪是哪一只？（大猫）声音小的猫是哪只？
（小猫）



4、师：我们来学学它们的声音好吗？大猫的声音怎么样？小
猫的声音呢？

（二）听辨两段音乐

1、师：它们想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呢，听，谁走在前面，是大
猫还是小猫？

——教师弹奏两段音乐。

2、师：谁走在前面，为什么？大猫的声音怎么样？

（三）学唱歌曲

师：小猫也想来介绍自己呢！它是谁？它的声音怎么样？

2、师：你们喜欢大猫还是小猫唱歌的声音？变成大猫就用大
大的声音唱歌，变成小猫就用小小的声音唱歌。先变谁？
（师幼一起唱）变变变，变成大猫啦，大猫要唱歌喽！我是
一只（），我的声音很（），喵喵喵喵喵。

3、师：现在我来变，你们来唱，好吗？

（四）仿编歌曲

2、师：请你们回去问问爸爸妈妈还有哪些小动物还会唱歌，
好吗？

这是一首幼儿非常喜欢的歌曲。它歌词与旋律都比较简单，
容易上口，歌曲内容又形象生动，活泼可爱，所以说这是一
首比较适合小班幼儿学唱的歌曲。也许正是因为歌词、旋律
都表较简单，所以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我忽略了对歌曲的欣
赏。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六

大猫和小猫

1、初步感受歌曲中较轻较响的两种声音。

2、愿意跟老师一起学做猫。

录音伴奏带

1、欣赏歌曲

师：宝宝们，你们看谁来了?

(1)师表演，托儿欣赏

说说刚才来了一只什么猫?

另一只什么猫?

(2)重复听赏

说说刚才两只猫是怎么叫的?

(大猫的声音怎么样?小猫的`声音怎么样?)

2、反复感受

(1)托儿跟着老师一起随着音乐学做大猫小猫。

(2)引导托儿大猫叫时声音大，小猫叫时声音小。

3、模仿跟学

师：大猫小猫们，我们一起捉老鼠去罗!



模仿动作，边唱边跳。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七

1、感受大猫小猫叫声的力度，学习唱歌曲。

2、初步学习用声音的强弱来表现歌曲中大猫小猫的形象。

3、乐意参加活动并能在集体面前表现自己，体验音乐活动带
来的快乐。

大猫小猫的头饰各一个，大猫小猫图片，音乐《大猫小猫》

1、出示图片，引出主题。

（2）、教师小结：哦，原来大猫叫起来声音响响的很大，小
猫叫起来声音很小轻轻的。

（3）、那我们来学一学大猫小猫叫

2、感受歌曲，学唱歌曲

（1）、教师：大猫小猫说它们不光会喵喵叫还会唱歌呢！听！

（2）、大猫小猫唱的好听吗？歌里唱了什么？

（3）、再次听歌曲，让幼儿听一听歌曲里唱的和小朋友说的
一样吗？

（4）、教师：跟着老师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

（5）、教师：再次唱歌曲，大猫声音大，小猫声音小的唱。

（6）、分角色来演唱。



3、音乐游戏《大猫小猫》

（1）、听到我是一只大猫是站起来，听到我是一只小猫是蹲
下。

大猫小猫音乐游戏教案与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感受声音的轻重和音乐强弱的对比。

2.体验玩音乐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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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大猫、小猫的图片。

2.《大猫小猫》音乐cd。

活动过程：

1.话题导入。“老师带来了一位神秘的朋友，喵喵喵喵喵是
谁呀?”(带领幼儿学说喵喵喵喵喵。)

2.听辨两段音乐。

他们想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呢，听一听，是大猫来了还是小猫
来了?(教师分别弹奏两段音乐。)

你是怎么知道的?大猫的声音怎么样?小猫的声音又怎么样?



我们来学学他们的声音好吗?

3.学唱歌曲。

大猫想认识你们，和你们做朋友。和你们做朋友。大猫先要
介绍自己，听!

“我是一只大猫，我的声音很大，喵喵喵喵喵。”这是谁的
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小猫也想来介绍自己呢!小猫的声音怎么样?

一起学一学大猫和小猫。(视幼儿的学习情况唱2-3遍。)

4.请幼儿分别扮演“大猫”和“小猫”，教师弹前奏，幼儿
听音乐，根据强弱的不同，判断是大猫还是小猫，然后边唱
歌边做动作跑到老师的跟前。

5.音乐游戏“找小猫”。

游戏规则：

大家跟着音乐一起走下座位边表演边唱歌，唱到小猫“喵喵
喵喵”部分时，扮猫宝宝的小朋友就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音乐结束后扮猫妈妈的幼儿来找小猫。

教学反思：

这是一首女儿非常喜欢的歌曲。它歌词与旋律都比较简单，
容易上口，歌曲内容又形象生动，活泼可爱，所以说这是一
首比较适合小班幼儿学唱的歌曲。也许正是因为歌词、旋律
都表较简单，所以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我忽略了对歌曲的欣
赏。

如果说活动内容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觉得可能我的活动



组织形式不太适合幼儿，特别是分角色哪一环节，在活动的
组织过程中我就明显的意识到小班幼儿不适合这种方式，对
于小班孩子来说集体的学习、模仿、表演可能是更为合理化
的。另外，小班的孩子的学习方式更倾向于在动作先行，所
以可能让孩子的做做、玩玩的游戏中学习更为适合，那么如
何来实施这种模式呢？这是我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思考的问
题。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