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模
板8篇)

高一教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如
语文教案、数学教案、英语教案等。为了提高小班教案的质
量，以下是一些小班教案的优秀特点，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在尝试多种用脚行走的趣味方式过程中，感受歌曲旋律并
学唱歌曲。

2.根据歌词内容作相应动作，并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策略学
跳这个圆圈舞。

3.在向前、向后行进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步距与平衡，尽
量不碰到其他人。

活动准备：

1.在场地上画一个圆圈，圆圈的大小要足够全班幼儿单手侧
平举站立。

2.音乐磁带、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发声练习。

二、幼儿两两结对，面对面站，边复习歌曲《我有小手》边
做相应的表示交往的动作。



三、幼儿感受歌曲《滑稽的脚先生》的旋律与节拍。

教师：我们的手很灵巧，我们脚同样很有趣。让我们一起跟
着音乐的节拍，用脚走一走！

四、幼儿探索脚的趣味行走方法，同时进一步熟悉歌曲旋律。

1.教师：伸出你们的脚，看看脚尖在哪里，脚跟在哪里，脚
边在哪里。

2.教师：谁能用脚尖、脚跟、脚边表示出不一样的走的方式？

3.教师：现在，我唱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动作，注意听!

五、幼儿在圆圈上，按逆时针方向玩“滑稽的脚先生”的游
戏。

教师：现在我们一起站到圆圈上，跟着我一起向右转身。现
在我们已经“面向圈上”了。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在原地
玩“滑稽的脚先生”的游戏。

六、教师带幼儿一同在圆圈上做行进游戏。

2.教师：“滑稽的脚先生”是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你看他好
像就要撞到别人的时候，他却巧妙的避开了，每一次都能有
惊无险。我刚才看到就像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我们请他来
说说刚才他是怎么做的。

七、幼儿玩变换歌曲的速度游戏，感受变化的快乐。

教师：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个游戏。下面我们有个更有趣的玩
法，就是听前奏变成“快”脚先生或者“慢”脚先生。要求
是脚先生不能相互踩脚或者碰撞。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二

1、在听听、做做、唱唱的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滑稽的脚先
生》，能随音乐节奏掌握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双脚并
拢跳的动作。

2、明确小脚的名称，知道天气变冷了，小脚保暖的重要性。

3、体验与同伴一起做游戏的快乐。

4、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1、贴好脚印的地垫。

2、小礼物：袜子。

【活动过程】

一、导入环节。

谜语引起幼儿兴趣，听音乐走进活动室。

引导幼儿能按照音乐的节奏拍手、走路、做动作。

二、基本部分。

1、创设情境，熟悉旋律与节奏，并合着语言节奏用脚的不同
部位走走玩玩。

2、引导幼儿找到适合自己的座位，以按摩小脚的情景进一步
熟悉旋律、节奏与歌词。



3、教师完整范唱，幼儿欣赏后跟唱。

引导幼儿将走路的样子加入歌词中演唱。

三、结束部分。

1、师幼共同讨论脚的重要性，知道可以穿上袜子来保护小脚。

小脚这么能干，那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关心它、保护它呢？
（洗脚弋穿袜子、穿鞋子…）

2、结束环节：找袜子、收地垫，自然结束。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幼儿兴趣较高，师幼关系较为融洽，教师与幼儿之
间能够积极有效的进行互动，幼儿能根据脚的不同部位尝试
走路，帮助幼儿学唱、熟记歌词。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能
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节奏和节拍进行游戏，激发了幼儿保护
自己小脚的情感。整体来说，活动的组织还是较为成功的。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三

设计意图：

本节课是中班上学期主题六《想象无极限》中的一节艺术活
动。这节课，在听听、做做、唱唱的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
《滑稽的脚先生》，能随音乐节奏掌握踮脚走、脚跟走、脚
边走和双脚并拢跳的动作。玩中请幼儿探索用脚的不同部位
走路，从而感受乐曲，丰富幼儿的音乐审美体验，为今后的
学唱活动打下基础。

活动目标:



1.体验与同伴一起做游戏的快乐。

2.能按音乐节奏掌握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双脚并拢跳
的动作

3.在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滑稽的脚先生》。

重点难点：

重点：在听听、做做、唱唱的`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滑稽的
脚先生》。

难点：能随音乐节奏进行滑稽的表现。

活动准备:

1.脚印的地垫。

2.情景图

活动过程:

一、导入环节

谜语引起幼儿兴趣。

二、基本部分

（一）幼儿走路、做动作。

师：我们的小脚能做很多的动作，你能用小脚做哪些动作啊
（引导幼儿用脚尖、脚跟、脚边、并拢跳走一走）

（二）滑稽的走一走



有一首音乐叫《滑稽的脚先生》，你们知道滑稽是什么意思
吗？（挺好玩，有趣，有意思）那你能滑稽的走走看看吗？
（试试）

（三）合着音乐节奏用脚的不同部位走走玩玩。

1.引导幼儿按照音乐的节奏走

师：现在我们就听着音乐，卡着音乐的节奏走一走

2.听音乐按老师提示走

游戏：我说你做

3.创设情境,熟悉旋律与节奏，用脚的不同部位走走玩玩。

(1)这会游戏又要加大难度了，你来看图提示，我们来走一走

(2)这会老师不说了，你自己来说，试试能不能跟上

（四）教师范唱，以按摩小脚的情景学唱歌曲

刚才我们听音乐走的也累了，请小朋友拿一个喜欢的地垫坐
下休息休息吧

1．教师范唱,幼儿欣赏并按摩小脚。

2．幼儿跟唱并按摩小脚。

三、表演

（一）表演唱

师:我们按摩小脚把这首歌都学会了，一起来表演表演吧。
（老师不仅看你们的小脚跟好音乐，耳朵还要听到你们的声



音噢）

（二）引导幼儿滑稽的表演

师：这首歌叫滑稽的脚先生，我们不仅要跟着音乐做下来，
还要滑稽的做下来（表演中自然结束）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四

设计意图：

该活动把“脚”称为“先生”，还用优美的旋律唱出来，并
遵循一定的欢快的节奏，模仿“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
双脚并拢跳”的各种动作，这些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趣味性
活动，不可能不激发幼儿认识“脚”保护“脚”的.积极性，
即学到了生理常识，懂得了一些生活常识，还获得了音乐的
美的熏陶。

活动目标:

1.在听听、做做、唱唱的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滑稽的脚先
生》，能随音乐节奏掌握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双脚并
拢跳的动作。

2.明确小脚的名称，知道天气变冷了，小脚保暖的重要性。

3.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重难点:

重点：感受歌曲旋律，在音乐游戏中，尝试多种用脚行走的
趣味方式。



难点：在行进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步距与平衡，尽量不碰
到别人。

活动准备:

1.贴好脚印的地垫。

2.“小礼物”：袜子。

活动过程:

一、导入环节谜语引起幼儿兴趣，听音乐走进活动室。引导
幼儿能按照音乐的节奏拍手、走路、做动作。

二、基本部分

1.创设情境，熟悉旋律与节奏，并合着语言节奏用脚的不同
部位走走玩玩。

2.引导幼儿找到适合自己的座位，以按摩小脚的情景进一步
熟悉旋律、节奏与歌词。

3.教师完整范唱，幼儿欣赏后跟唱。

引导幼儿将走路的样子加入歌词中演唱。

三、结束部分

1.师幼共同讨论脚的重要性，知道可以穿上袜子来保护小脚。

师：和小脚做游戏你开心吗?想一想，小脚除了和我们做游戏，
平时还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小脚这么能干，那我们平时应
该怎样关心它、保护它呢?(洗脚和穿袜子、穿鞋子……)

2.结束环节：找袜子、收地垫，自然结束。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幼儿兴趣较高，师幼关系较为融洽，教师与幼儿之
间能够积极有效的进行互动，幼儿能根据脚的不同部位尝试
走路，帮助幼儿学唱、熟记歌词。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能
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节奏和节拍进行游戏，激发了幼儿保护
自己小脚的情感。整体来说，活动的组织还是较为成功的。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五

1、探索用脚的不同部位做走路动作。

2、初步学会律动《滑稽的脚先生》，能随音乐基本掌握向圆
内走、退回原位、在圆上走等队形变化。

3、体验和表现“脚先生”走路时的滑稽与风趣，享受活动所
带来的快乐。

1、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两脚并拢跳等四幅图。

2、座位安排成半圆形。

4、幼儿穿布鞋或球鞋等软底鞋。

5、幼儿已有在圆上舞蹈的基础。

1、复习歌曲《我有小手》。

2、引出“脚先生”，激发参与活动的兴趣。

（1）教师：你们的小手可以做很多事都很能干，你们的脚可
以干什么呢？（跺脚、走路）

（2）教师：那请你们找空地方用小脚走一走。（幼儿找空地



方走一走）

3、探索用脚的不同部位做走路动作。

（1）教师：你们的脚还会怎么走呢？（请个别幼儿表演）

（2）教师：刚才他是用脚的什么部位走路的？请大家听着音
乐在座位上来学一学。（钢琴伴奏，弹一句）

4、听教师演唱歌曲《滑稽的.脚先生》，了解脚先生走路的
动作顺序。

（1）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歌曲内容。

（2）给图片排序，进一步理解歌词内容。

5、幼儿随音乐合拍地做动作。

（1）听音乐旋律在座位上合拍地做动作。

（2）找空地方跟着老师一起走一走。

6、随音乐进行练习基本掌握向圆心走、退回原位、在圆上走
等队形变化。

（1）看教师示范脚先生赏花的顺序。

（2）随教师的慢速演唱练习动作。

教师：现在我们一起跟着脚先生到花园里去赏花。

（3）随音乐较准确地变化队形，并合拍地做动作。

教师：花园里的花美极了，脚先生还没看够呢，我们再一起
去赏花吧。



（4）教师退出：你们的脚先生能不能自己去花园里面赏花呀？

7、结束。

教师：脚先生想去别的公园看一看，我们一起走吧。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六

目标：

1、学唱歌曲《滑稽的脚先生》，尝试着根据音乐，用脚的不
同部位走路。

2、表现“脚先生”走路时的滑稽和风趣，体验活动带来的乐
趣。

准备：

1、四幅图（脚尖走、脚跟走、脚边走、两脚并拢跳）

2、歌曲《滑稽的脚先生》（歌曲《玩具进行曲》改编）

过程：

1、引出“脚先生”，激发参与活动的兴趣。

（2）我们一起来摸摸小脚先生，引导幼儿通过摸、玩自己的
小脚先生，认识脚的各个部位：脚尖、脚跟、脚边。

（3）你知道“脚先生”有什么本领吗？让我们把脚先生的本
领听着音乐表现出来吧！（引导幼儿探索用脚的不同部位做
走路的动作）

（4）今天，脚先生还把自己的本领编成了一首好听的歌呢，
歌名叫《滑稽的脚先生》，为什么叫它滑稽的脚先生呢，我



们一起来听一听。

2、欣赏歌曲第一遍：

（1）你觉得歌曲里的脚先生滑稽吗？滑稽在哪儿呢，你听
到“脚先生”是怎样走路的？

（2）出示动作示意图，幼儿学一学，走一走。

3、欣赏歌曲第二遍：

（2）调整4副动作示意图的顺序。

（3）师带领幼儿根据动作示意图的顺序走一走，并尝试说说
歌词。

4、学唱歌曲

（1）跟着歌曲旋律学唱歌曲2遍。

（2）幼儿分成男孩、女孩，以小组形式演唱歌曲。

（3）师幼共同完整演绎歌曲。

5、随音乐练习，基本掌握向圈内走、退回原位、在圈上走等
队形变化。

（1）站成圆形，边听老师讲故事边用动作表现故事内容。

然后，他又在远处看花（再用脚跟翘着走）；

接着，他又围着花园边走边看花（脚边走路歪歪扭扭）；

最后看着美丽的花儿开心地跳起来（两脚并拢还能跳跳跳）。



（2）随老师慢速演唱练习动作。

（3）随音乐准确地变换队形，并合拍做动作。

四、结束活动

听音乐边做动作边走出活动室。

附：歌曲《滑稽的脚先生》

1=f

（56543432|671―|）

1515|12315―|

先用脚尖踮着走，

56543432|123―|

再用脚跟翘着走，

1515|12315―|

脚边走路歪歪扭扭，

56543432|671―||

两脚并拢还能跳跳跳。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七

目标：



1、了解歌曲内容，有兴趣地学唱歌曲。

2、尝试跟着音乐，用脚的不同部位走路。

准备：

1不同走路姿势的图片各一幅。

2、音乐录音磁带。

3、幼儿用书《滑稽的脚先生》。

过程：

1、感知练习，积极探索：

出示教学挂图四幅：

——“图片上画的是什么？”

“小脚是怎么走路的？”

幼儿分组按照图示，探索并尝试踮脚尖走、脚跟走、脚边走、
两脚并拢跳的动作。

2、欣赏歌曲，理解歌词：

——“在歌曲中，你听到了什么？”

“你最喜欢歌曲中的哪一句？”

3、学唱歌曲，体验快乐：

幼儿跟着音乐分别按照图示依次做动作。（踮脚走、脚跟走、
脚边走、两脚并拢跳。）



幼儿跟着音乐边念歌词边走路。（幼儿阅读幼儿幼儿用书的
《滑稽的脚先生》。）

滑稽的脚先生大班音乐教案中班篇八

活动名称：

大班音乐《滑稽的脚先生》

设计意图：

该活动把“脚”称为“先生”，还用优美的旋律唱出来，并
遵循一定的欢快的节奏，模仿“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
双脚并拢跳”的各种动作，这些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趣味性
活动，不可能不激发幼儿认识“脚”保护“脚”的积极性，
即学到了生理常识，懂得了一些生活常识，还获得了音乐的
美的熏陶。

活动目标：

1、在听听、做做、唱唱的'游戏中学习律动歌曲《滑稽的脚
先生》，能随音乐节奏掌握踮脚走、脚跟走、脚边走和双脚
并拢跳的动作。

2、明确小脚的名称，知道天气变冷了，小脚保暖的重要性。

3、体验与同伴一起做游戏的快乐。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重难点：

重点：感受歌曲旋律，在音乐游戏中，尝试多种用脚行走的
趣味方式。



难点：在行进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步距与平衡，尽量不碰
到别人。

活动准备：

1、贴好脚印的地垫。

2、“小礼物”：袜子。

活动过程：

一、导入环节谜语引起幼儿兴趣，听音乐走进活动室。引导
幼儿能按照音乐的节奏拍手、走路、做动作。

二、基本部分

1、创设情境，熟悉旋律与节奏，并合着语言节奏用脚的不同
部位走走玩玩。

2、引导幼儿找到适合自己的座位，以按摩小脚的情景进一步
熟悉旋律、节奏与歌词。

3、教师完整范唱，幼儿欣赏后跟唱。

引导幼儿将走路的样子加入歌词中演唱。

三、结束部分

1、师幼共同讨论脚的重要性，知道可以穿上袜子来保护小脚。

师：和小脚做游戏你开心吗？想一想，小脚除了和我们做游
戏，平时还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小脚这么能干，那我们
平时应该怎样关心它、保护它呢？（洗脚和穿袜子、穿鞋
子……）



2、结束环节：找袜子、收地垫，自然结束。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幼儿兴趣较高，师幼关系较为融洽，教师与幼儿之
间能够积极有效的进行互动，幼儿能根据脚的不同部位尝试
走路，帮助幼儿学唱、熟记歌词。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能
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节奏和节拍进行游戏，激发了幼儿保护
自己小脚的情感。整体来说，活动的组织还是较为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