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 咿呀咿
呀呦教案(精选8篇)

高三教案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教学工具，能够更好地引
导学生的学习和提高教学效果。以下是一些备受好评的三年
级教案范本，希望对大家的教学实践有所帮助。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一

（一）肢体感应节奏“咿呀咿呀哟”

1.幼儿完整地感受乐曲。

2.挥手游戏，再次感应完整乐曲。

师：这个“咿呀咿呀哟”可调皮了，有时出来和我们玩游戏，
有时藏起来不见了。现在我们仔细听听，它一出现的时候，
就挥挥你的小手。

3.创编动作

师：除了小手，还有身体的哪个部位可以和“咿呀咿呀哟”
玩游戏？”

（二）道具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运用纱巾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出示纱巾，引导幼儿将纱巾变成一把锯子。

（2）用纱巾练习锯木头的本领。

2.通过游戏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听到：“咿呀咿呀哟”的时候，表
演手臂，腰，大腿等突然垂落的动作，以此表示木头被锯断）

（2）幼儿开展锯木头的游戏，分别扮演大树和小木匠，伴随
音乐合作玩游戏。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二

美好的音乐与幼儿纯真的心灵是相通的，是可以促进幼儿发
展的。这是由一首有趣的外国儿童歌曲《老麦克唐纳有块地》
改编的奥尔夫音乐，旋律欢快活泼，节奏鲜明，“咿呀咿呀
哟”乐句反复出现，非常符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欣赏需
要。其中二、四两个乐句的重复，让幼儿的印象深刻。利用
这点，设计了这节律动，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学习运用肢体动
作来表现基本节奏基本节奏xxxxx—|。

新《纲要》指出，幼儿艺术活动的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
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活动设计上，教师力求让幼儿通
过调动多种感官充分辨识固定乐句，充分感受音乐节奏，并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音乐活动设置真实情境，提升幼儿的兴
趣，充分利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在
活动中获得愉快的情绪，从而体现“玩中学”“学中玩”的
教育理念。另外结合卡通的农场场景，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
很好的游戏情境。

1、辨识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哟”，并运用肢体动作准
确的表现基本节奏。

2、尝试学习根据歌曲的旋律用动物的叫声来进行编唱。

3、感受乐曲活泼、欢快的`特点，体验音乐律动的乐趣。

1、电子白板音乐课件《咿呀咿呀呦》。



2、仙女棒1个。

让幼儿掌握基本节奏xxxxx—|。

一、导入课题。

1、播放课件第一个画面，创设农场情景，用律动导入教学内
容。

教师：“老麦克唐纳叔叔有一个农场，他邀请我们一起去他
的农场玩，请你们仔细的听，有哪些小动物和我们打招呼
了”。

播放课件的第二个画面，播放《咿呀咿呀哟》音乐。

2、教师与幼儿一起随音乐入场，听到“咿呀咿呀呦”时，扭
动肢体不同的部位，幼儿也可以一边做动作，一边唱。

二、教学活动。

1、教师：“那你们刚才听到了哪些小动物的叫声了？”

教师：“请你们把它找出来吧”。

教师引导幼儿用魔术棒点画面中的蘑菇、大树等图片，使用
课件中的橡皮擦的功能，变出小动物。

2、教师：“刚才你们听到小动物都唱了一句什么相同的歌词
了？”

3、教师一边唱“咿呀咿呀哟”，一边使用幕布功能，逐一出
现长短不一的铅笔图片，让幼儿感知学习基本节奏。

xxxxx—|。



咿呀咿呀呦。

教师说再次拖动彩色铅笔，唱“咿呀咿呀哟”，问“哪一个
字的声音长？”

三、幼儿仿唱编唱活动。

模仿十种动物的叫声（或自己编歌词），学习小动物是怎样
来唱歌的。

通过各种动物的叫声练习基本节奏：

xxxxxxx|xxxxx—|。

喵喵喵喵喵喵喵，咿呀咿呀呦。

我是一只小花猫，咿呀咿呀呦。

我是一只小花狗，咿呀咿呀呦。

四、通过律动游戏，感应特定节奏。

教师：“小动物们请我们一起参加舞会呢。”

五、通过律动游戏，打击“咿呀咿呀哟”的节奏。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三

1、在游戏情境中感受乐曲欢快、活泼的特点。

2、尝试辨识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并运用肢体动作
表现节奏，"××××|×―|"。

1、彩色纱巾、音乐。



2、图谱。

一、初步感受乐曲

(一)听音乐，寻找其中反复出现的乐句。

1、师幼一同欣赏乐曲，教师随音乐节奏轻微摆动身体，当出
现"咿呀咿呀呦"乐句时，教师与幼儿目光交流、呼应。

2、我们一起来和它打个招呼吧!听到"咿呀咿呀呦"的时候，
请大家挥挥小手。(师幼一同再次欣赏音乐，教师把手放在耳
边以示专注倾听。当"咿呀咿呀呦"乐句出现时，教师用欣喜
的表情和幼儿挥手互动，或用困惑的表情引导幼儿注意并不
是每一乐句都会出现"咿呀咿呀呦"的。)

(二)根据图谱寻找固定乐句出现的规律。

出示图谱，教师随音乐用粉笔沿波浪线描画，在乐句"咿呀咿
呀呦"出现的时候，用明显的摆动动作画出锯齿线，以突出乐
句和音乐节奏。

(三)用身体动作表现固定乐句。

教师示意幼儿解下纱巾，随音乐自由做动作，在"咿呀咿呀
呦"处挥舞纱巾。

二、表现固定乐句的节奏

1、教师将纱巾拉直，幼儿模仿。(师幼手持纱巾坐在位子上，
听音乐在固定乐句出现的`时候来回拉动纱巾，以表现锯木头
的情景。)

2、这里有一棵大树，哪个小木匠先来试试锯木头?(教师将纱
巾盖在头上，伸展肢体。被邀请的幼儿模仿教师将纱巾盖在
头上，伸展肢体扮演大树，教师调整个别幼儿的站位。)



3、幼儿一一对应地寻找合作伙伴，教师根据情况调配，以便
每位幼儿都有合作表现的对象。

4、锯木头好辛苦，赶紧拿毛巾擦擦汗吧!(在"咿呀咿呀呦"出
现的时候，按照节奏在脸上轻拍表示擦汗。教师和个别幼儿
互动，按节奏给幼儿擦汗。)

三、结束活动

1、木头锯好了，小木匠们出了许多汗，一起来洗个澡吧!(教
师高举纱巾并抖动，以表示莲蓬头，幼儿自然聚集到教师身
边。)

2、拿好你的洗澡海绵球，一起来搓搓搓……(幼儿将手中纱
巾团成团变成小浴球，和教师一同随音乐表现洗澡情景，在"
咿呀咿呀呦"乐句处有节奏地搓洗身体的各个部位。)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四

师：今天，老师要带小朋友去森林走一走，看一看森林里有
很多小动物，让我们一起来向它们问好吧！先听一听老师是
怎样和小动物问好的？（小牛下午好.....等）。

师：你们看明白老师是怎样问好了吗？现在请你们来问好其
他的动物。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五

1、通过肢体动作，道具等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2、感受乐曲活泼，欢快的特点，体验音乐游戏的乐趣。

3、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4、初步感受歌曲中亲切的情绪，用亲切的语调唱歌。

1、经验准备：知道锯木头的工具，方法。

2、音乐cd，纱巾，钢琴。

重点和难点：

1、重点：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2、难点：能伴随音乐通过肢体动作，道具感应节奏短短短短
长。

一、导入部分：

师：今天，老师要带小朋友去森林走一走，看一看森林里有
很多小动物，让我们一起来向它们问好吧！先听一听老师是
怎样和小动物问好的？（小牛下午好、、、、、等）。

师：你们看明白老师是怎样问好了吗？现在请你们来问好其
他的动物。

二、基本部分：

（一）肢体感应节奏“咿呀咿呀哟”

1、幼儿完整地感受乐曲。

2、挥手游戏，再次感应完整乐曲。

师：这个“咿呀咿呀哟”可调皮了，有时出来和我们玩游戏，
有时藏起来不见了。现在我们仔细听听，它一出现的时候，
就挥挥你的小手。

3、创编动作



师：除了小手，还有身体的哪个部位可以和“咿呀咿呀哟”
玩游戏？”

（二）道具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运用纱巾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出示纱巾，引导幼儿将纱巾变成一把锯子。

（2）用纱巾练习锯木头的本领。

2、通过游戏感应节奏短短短短长。

（1）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听到：“咿呀咿呀哟”的时候，表
演手臂，腰，大腿等突然垂落的动作，以此表示木头被锯断）

（2）幼儿开展锯木头的游戏，分别扮演大树和小木匠，伴随
音乐合作玩游戏。

三、结束

师：木头锯好了，小木匠们出了许多汗，一起来洗个澡吧！
（幼儿将手中的纱巾变成浴球，和教师一起随音乐表现洗澡
的情景，在咿呀咿呀哟乐句处按节奏搓洗身体的各个部位）

对于上奥尔夫音乐活动，我没有多少经验，在授课之前我自
己研究了教学过程，反复听音乐，在心里演练了很多遍，才
安心。上完这一节课后，我进行了反思，这一节课总体来说
目标清晰，层次分明，孩子们能在游戏中感受歌曲轻松、活
泼的情绪，能尝试辨识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并
运用肢体动作表现节奏短短短短长。在活动中，我充分调动
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气氛较好，活动开展的很顺利。可是教
学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课堂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
在幼儿开展锯木头游戏时，我没有讲解好幼儿如何参与游戏



的方式，只是放羊式的让孩子找同伴，导致这个环节有些混
乱，其实我应该用摸头的方式选定幼儿扮演角色。在这次的
教学相比以前来说，我的教学程度上有明显的进步，希望以
后自己能有更突出的表现。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在游戏情境中感受乐曲欢快、活泼的特点。

2、尝试辨识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并运用肢体动
作表现节奏，“××××|×―|”。

活动准备：

1、彩色纱巾、音乐。

2、图谱。

活动过程：

一、初步感受乐曲

(一)听音乐，寻找其中反复出现的乐句。

1、师幼一同欣赏乐曲，教师随音乐节奏轻微摆动身体，当出现
“咿呀咿呀呦”乐句时，教师与幼儿目光交流、呼应。

2、我们一起来和它打个招呼吧!听到“咿呀咿呀呦”的时候，
请大家挥挥小手。(师幼一同再次欣赏音乐，教师把手放在耳
边以示专注倾听。当“咿呀咿呀呦”乐句出现时，教师用欣
喜的表情和幼儿挥手互动，或用困惑的`表情引导幼儿注意并
不是每一乐句都会出现“咿呀咿呀呦”的。)



(二)根据图谱寻找固定乐句出现的规律。

出示图谱，教师随音乐用粉笔沿波浪线描画，在乐句“咿呀
咿呀呦”出现的时候，用明显的摆动动作画出锯齿线，以突
出乐句和音乐节奏。

(三)用身体动作表现固定乐句。

教师示意幼儿解下纱巾，随音乐自由做动作，在“咿呀咿呀
呦”处挥舞纱巾。

二、表现固定乐句的节奏

1、教师将纱巾拉直，幼儿模仿。(师幼手持纱巾坐在位子上，
听音乐在固定乐句出现的时候来回拉动纱巾，以表现锯木头
的情景。)

2、这里有一棵大树，哪个小木匠先来试试锯木头?(教师将纱
巾盖在头上，伸展肢体。被邀请的幼儿模仿教师将纱巾盖在
头上，伸展肢体扮演大树，教师调整个别幼儿的站位。)

3、幼儿一一对应地寻找合作伙伴，教师根据情况调配，以便
每位幼儿都有合作表现的对象。

4、锯木头好辛苦，赶紧拿毛巾擦擦汗吧!(在“咿呀咿呀呦”
出现的时候，按照节奏在脸上轻拍表示擦汗。教师和个别幼
儿互动，按节奏给幼儿擦汗。)

三、结束活动

1、木头锯好了，小木匠们出了许多汗，一起来洗个澡吧!(教
师高举纱巾并抖动，以表示莲蓬头，幼儿自然聚集到教师身
边。)

2、拿好你的洗澡海绵球，一起来搓搓搓……(幼儿将手中纱



巾团成团变成小浴球，和教师一同随音乐表现洗澡情景，
在“咿呀咿呀呦”乐句处有节奏地搓洗身体的各个部位。)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

2、在游戏情境中感受乐曲欢快、活泼的特点。

活动准备：

1、彩色纱巾、音乐、音箱、ppt。

2、教师和幼儿在脖子上系一块纱巾。

活动过程：

一、初步感受乐曲

1、听音乐，寻找其中反复出现的乐句。

1）看看这是哪里？（森林）森林里正在播放一首非常好听的
音乐，听听看，音乐里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把它找出来告诉
大家好吗？（师幼一同欣赏乐曲。）

2）说说看，你听到了什么？（他们怎么叫的？）

3）除了小动物的声音还有一句有趣的歌词谁记住了？

小结：你们的耳朵真灵，小动物们听到“咿呀咿呀呦”都来
森林里做游戏了！

重点：初步欣赏音乐，尝试分辨音乐中不同的声音。



2、尝试用身体动作表现固定乐句。

2）师幼一同再次欣赏音乐。

4）教师与幼儿随音乐自由做动作，在“咿呀咿呀呦”处挥舞
纱巾。

小结：我们用那么多身体动作和“咿呀咿呀呦”做游戏，真
是有意思！

重点：初步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反复出现的乐句。

二、在锯木头情景中表现固定乐句

2、播放音乐，教师与幼儿跟着音乐节奏，表现锯木头的情景。

3、锯木头的本领学会啦，找找木头在哪里呢？（教师将纱巾
盖在头上，扮演大树。）

4、教师扮演大树一位幼儿扮演小木匠，演示锯木头的情景。

5、教师与幼儿互换角色，再次演示锯木头的情景。

6、幼儿分别扮演大树和木匠，跟着音乐节奏表现锯木头的情
景。（1—2遍）

7、师幼一同随音乐表现擦汗休息的.情景，在“咿呀咿呀
呦”出现时，用擦汗的动作来表示。

8、其余幼儿，再次游戏。

小结：小木匠听到了“咿呀咿呀呦”锯了许多木头，真是辛
苦！

重点：在游戏情境中鼓励幼儿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锯木头等



情景。

三、再次情景表演

1、看看房子造好了吗？今天我们玩的好辛苦呀！小木匠们出
了许多汗，我这里有个莲蓬头，一起来洗个澡吧！（教师高
举纱巾，以表示莲蓬头，幼儿自然聚集到教师身边。）

2、把你的小浴球变出来，拿好你的小浴球，一起来搓搓
搓……想想什么时候搓身体？（幼儿和教师一同随音乐表现
洗澡情景，在“咿呀咿呀呦”乐句处有节奏地搓洗身体的各
个部位。）

重点：再次情景表演，愿意用不同的肢体动作跟随音乐进行
表现。

教学反思：

对于上奥尔夫音乐活动，我没有多少经验，在授课之前我自
己研究了教学过程，反复听音乐，在心里演练了很多遍，才
安心。上完这一节课后，我进行了反思，这一节课总体来说
目标清晰，层次分明，孩子们能在游戏中感受歌曲轻松、活
泼的情绪，能尝试辨识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并
运用肢体动作表现节奏短短短短长。在活动中，我充分调动
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气氛较好，活动开展的很顺利。

奥尔夫音乐咿呀咿呀哟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反复出现的乐句“咿呀咿呀呦”。

2、在游戏情境中感受乐曲欢快、活泼的特点。



3、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4、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活动准备：

1、彩色纱巾、音乐、音箱、ppt。

2、教师和幼儿在脖子上系一块纱巾。

活动过程：

一、初步感受乐曲

1、听音乐，寻找其中反复出现的乐句。

1)看看这是哪里?(森林)森林里正在播放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
听听看，音乐里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把它找出来告诉大家好
吗?(师幼一同欣赏乐曲。)

2)说说看，你听到了什么?(他们怎么叫的?)

3)除了小动物的声音还有一句有趣的歌词谁记住了?

小结：你们的耳朵真灵，小动物们听到“咿呀咿呀呦”都来
森林里做游戏了!

重点：初步欣赏音乐，尝试分辨音乐中不同的声音。

2、尝试用身体动作表现固定乐句。

2)师幼一同再次欣赏音乐。

4)教师与幼儿随音乐自由做动作，在“咿呀咿呀呦”处挥舞



纱巾。

小结：我们用那么多身体动作和“咿呀咿呀呦”做游戏，真
是有意思!

重点：初步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反复出现的乐句。

二、在锯木头情景中表现固定乐句

2、播放音乐，教师与幼儿跟着音乐节奏，表现锯木头的情景。

3、锯木头的本领学会啦，找找木头在哪里呢?(教师将纱巾盖
在头上，扮演大树。)

4、教师扮演大树一位幼儿扮演小木匠，演示锯木头的情景。

5、教师与幼儿互换角色，再次演示锯木头的情景。

6、幼儿分别扮演大树和木匠，跟着音乐节奏表现锯木头的情
景。(1-2遍)

7、师幼一同随音乐表现擦汗休息的情景，在“咿呀咿呀呦”
出现时，用擦汗的动作来表示。

8、其余幼儿，再次游戏。

小结：小木匠听到了“咿呀咿呀呦”锯了许多木头，真是辛
苦!

重点：在游戏情境中鼓励幼儿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锯木头等
情景。

三、再次情景表演

1、看看房子造好了吗?今天我们玩的好辛苦呀!小木匠们出了



许多汗，我这里有个莲蓬头，一起来洗个澡吧!(教师高举纱
巾，以表示莲蓬头，幼儿自然聚集到教师身边。)

2、把你的小浴球变出来，拿好你的小浴球，一起来搓搓
搓……想想什么时候搓身体?(幼儿和教师一同随音乐表现洗
澡情景，在“咿呀咿呀呦”乐句处有节奏地搓洗身体的各个
部位。)

重点：再次情景表演，愿意用不同的肢体动作跟随音乐进行
表现。

教学反思：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结合音乐本身的要素，让幼儿感
受到不同的音乐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学习音乐、享
受音乐，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音乐的情感体验，才
能达到音乐教育“以美感人、以美育人”的目的。幼儿的演
唱效果很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了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能力。通过成功的音乐活动，会提升孩子们对音乐活动的兴
趣，也能提升一些能力较为弱的孩子对音乐活动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