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 泼水歌表演活
动大班音乐教案(大全5篇)

初三教案是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和满足学生需求而编制的
一种教学工具，对教学的全面展开起着重要作用。教案的编
写是教师实施教学计划和组织课堂教学的有力保障，下面是
一些实用的高二教案范本。

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篇一

1、感受歌曲情绪，能以活泼有趣的歌声和形象的动作分角色
表演。

2、能根据歌曲情节创编“高兴”的动作。

3、体验和同伴交换角色进行游戏的乐趣。

4、愿意跟随教师和音乐在老师的引导下用自然、连贯的声音
唱歌，情绪愉快地参加音乐活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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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学过歌曲《泼水歌》，能根据歌曲内容做“路过人”的
动作。

2、根据歌曲情节每制作图谱（反面用不同颜色区分）。

3、道具：小水桶、小椅子一张。

4、场地准备：一个大圆。

。



1、分析歌曲的两个角色：泼水的人和路过的人

师：你们知道这首歌讲的是几个小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情，哪
两个小朋友呢？

这首歌中哪几句是这个泼水的小朋友唱的呢？

除了这一句，这些都是谁唱的？（指图谱）

最后一部分“噜啦啦”表示什么意思？高兴了大家就一起唱。
（翻图谱）

2、分角色表演

a、分角色唱歌。教师做泼水的人，幼儿做路过的人。

b、教师边唱边做“泼水人”的动作。

c、两位幼儿和教师一起表演。

d、幼儿自愿分角色面对面表演。

e、交换角色表演。

幼儿创编并请个别幼儿到集体面前表演。（其他幼儿跟着学
一学）

1、介绍游戏玩法

一人站圆中间，以椅子为家门口，手拿红桶扮演“泼水的
人”，其他人围成圆圈，扮演路过的人，根据歌词做动作。

2、尝试游戏一遍。



教师做“泼水的人”，幼儿做“路过的人”进行游戏。

3、讨论并采用“点兵点将”的方法，在第二句“噜啦啦”时
交换角色。

4、游戏两遍，教师适当提醒。

5、提高要求，继续游戏。

引导幼儿唱“噜啦啦”时，将拍手的动作改为自己创编的动
作，其他幼儿向他学。

1、确定设计思路

根据《泼水歌》的活泼欢快的特点，我们一开始把重点定位
在表演和创编歌词两方面。但通过第一次试教活动，我们发
现幼儿对原有歌曲太熟练了，而且对于角色表演的兴趣不是
那么浓厚，整个活动气氛显得有点平淡无味。

2、教材的分析和改编

3、教学策略分析

虽然美术与音乐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是他们之间
是一种同构关系。图谱可以帮助幼儿减轻记忆歌词的负担，
本次活动最主要的是以不同颜色帮助幼儿区分角色，增强幼
儿对歌曲情绪的理解，更为下一环节的表演、游戏起到辅助
的作用。

把重点在创编“高兴”的动作，并一起学习，既解决了游戏
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又使幼儿能反复感受音乐旋律，为后面
游戏的挑战部分作了很好的经验铺垫，促进了师幼互动、生
生互动，提高了活动的成效性。

难点在分角色表演，以自愿尝试——交换角色这两种方式帮



助幼儿巩固各角色的.动作、表情、演唱部分，教师给予动作
和语言提示，帮助幼儿了解其动作的含义。

在活动中，教学手段和策略紧紧围绕目标进行，从讨论角色
分配——分角色演唱——分角色表演（自愿选择、交换角
色）——创编动作——分角色游戏——体验创编的动作，让
幼儿既接受挑战，又体验乐趣。通过游戏情境使幼儿的情绪
逐渐达到高潮，体现层层递进的教学策略。

这是一首灰谐，风趣，活泼的歌曲，然而在歌曲中还渗透了
礼貌方面的教育。在学习这首歌曲时，歌词和弱起节拍是重
难点，所以在学习时会有一定的挑战性。

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篇二

1、感受歌曲情绪，能以活泼有趣的歌声和形象的动作进行表
演。

2、巩固“矮人走路”等基本动作，初步能根据情绪体验，创编
“生气”和“笑嘻嘻”的动作。

3、教育幼儿要做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1、知识方面：幼儿已学会唱歌曲《泼水歌》，并理解歌曲内
容。

2、物质方面：人手一顶小丑帽，一件成人的t恤衫，一个纸
鼻贴，歌曲录音磁带，录音机。

1、第一遍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慢速
度有表情的演唱。

师：小朋友，你们想想，我们如果不小心把水泼到别人身上，



应该怎么做？……对了，应该行个礼，说声对不起，做个懂
礼貌的好孩子，我们学过的哪首歌就是讲了这件事？哦，对
了，是《泼水歌》，下面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演唱一遍。

2、第二遍要求幼儿带上活泼有趣的声音，集体演唱。

1、第一遍欣赏后提问：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为什么？

2、第二遍欣赏后提问：你喜欢哪个动作？这个动作表示什么
意思？并把这个动作表现出来。

1、带领幼儿集体复习巩固基本动作：“矮人走路”。

动作要领：上身自然挺直，下身半蹲着踏步，双手自然摆动。

2、以分解的形式练习新动作，并引导幼儿创编“生
气”、“笑嘻嘻”的动作。

1、教师口哼曲子，放慢速度，带领幼儿完整练习一遍（结合
部分创编动作）。

2、让幼儿穿戴上服饰，完整跟学两遍，鼓励幼儿做出与别人
不一样的动作。要求幼儿做动作时带上形象、可爱的表情。

3、鼓励每位幼儿邀请一位自己的好朋友共舞，并要幼儿大胆
地运用动作，表情表现歌曲情绪。

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篇三

1.感受歌曲情绪，能以活泼有趣的歌声和形象的动作分角色
表演。

2.能根据歌曲情节创编“高兴”的动作。



3.体验和同伴交换角色进行游戏的乐趣。

1.已学过歌曲《泼水歌》，能根据歌曲内容做“路过人”的
动作。

2.根据歌曲情节每制作图谱（反面用不同颜色区分）。

3.道具：小水桶、小椅子一张。

4.场地准备：一个大圆。

1.根据图谱复习歌曲《泼水歌》。

2.分清角色，体验分角色表演的乐趣。

（1）分析歌曲的两个角色：泼水的人和路过的人。

师：你们知道这首歌讲的是几个小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情，哪
两个小朋友呢？

这首歌中哪几句是这个泼水的小朋友唱的呢？

除了这一句，这些都是谁唱的？（指图谱）

最后一部分“噜啦啦”表示什么意思？高兴了大家就一起唱。
（翻图谱）

（2）分角色表演。

a.分角色唱歌。教师做泼水的人，幼儿做路过的人。

b.教师边唱边做“泼水人”的动作。

c.两位幼儿和教师一起表演。



d.幼儿自愿分角色面对面表演。

e.交换角色表演。

3.根据歌曲情节创编“高兴”的动作，激发幼儿表演欲望。

幼儿创编并请个别幼儿到集体面前表演。（其他幼儿跟着学
一学）

4.音乐游戏《泼水歌》。

（1）介绍游戏玩法

一人站圆中间，以椅子为家门口，手拿红桶扮演“泼水的
人”，其他人围成圆圈，扮演路过的人，根据歌词做动作。

（2）尝试游戏一遍。

教师做“泼水的人”，幼儿做“路过的人”进行游戏。

（3）讨论并采用“点兵点将”的方法，在第二句“噜啦啦”
时交换角色。

（4）游戏两遍，教师适当提醒。

（5）提高要求，继续游戏。

引导幼儿唱“噜啦啦”时，将拍手的动作改为自己创编的动
作，其他幼儿向他学。

5.结束活动。

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篇四



目标：

1、感受乐曲中4拍子的乐句。

2、跟随歌曲节奏正确做游戏动作。

准备：

呼啦圈、鼓

过程：

1、感受乐曲中的4拍子节奏。

——事先在地上放置呼啦圈，排成3排，每排4个。

——教师先示范玩法：从第一排开始，边在每个呼啦圈里原
地走4步，边念口令：“1234 2234 3234 4234”；再转到第
二排继续边走边念口令，一直走完第三排为止。

——请幼儿轮流尝试走呼啦圈，教师从旁念口令并在换下一
个呼啦圈时敲一下鼓进行提示：当第一位幼儿走完第一排转
至第二排时，请第二位幼儿接着走第一排；当第一位幼儿走
完第二排转至第三排，第二位幼儿走第一排转至第二排时，
请第三位幼儿接着走第一排，依次类推。

——播放歌曲，请幼儿轮流随着歌曲节奏走呼啦圈，教师仍
从旁敲鼓提示。

2、学唱歌曲〈泼水歌〉。

——教师范唱，请幼儿说说歌里唱了什么。

——幼儿说出，教师唱出完整的一个乐句。



——幼儿跟唱，掌握歌词及曲调。

——鼓励幼儿配合歌曲，表演歌词中的情节。

3、请幼儿边唱歌边走呼啦圈。

泼水歌音乐教案反思篇五

1、感受歌曲情绪，能以活泼有趣的歌声和形象的动作进行表
演。

2、巩固"矮人走路"等基本动作，初步能根据情绪体验，创
编"生气"和"笑嘻嘻"的动作。

3、教育幼儿要做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1、知识方面：幼儿已学会唱歌曲《泼水歌》，并理解歌曲内
容。

2、物质方面：人手一顶小丑帽，一件成人的t恤衫，一个纸
鼻贴，歌曲录音磁带，录音机。

一、复习歌曲《泼水歌》，进一步感受歌曲情绪，理解歌词
的内容。

1、第一遍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慢速度
有表情的演唱。

师：小朋友，你们想想，我们如果不小心把水泼到别人身上，
应该怎么做?……对了，应该行个礼，说声对不起，做个懂礼
貌的好孩子，我们学过的哪首歌就是讲了这件事?哦，对了，是
《泼水歌》，下面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演唱一遍。

2、第二遍要求幼儿带上活泼有趣的.声音，集体演唱。



二、基本部分.

(一)欣赏教师示范表演，初步感受动作特点，激发幼儿学习
欲望。(教师扮演小丑为大家表演节目)

1、第一遍欣赏后提问：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为什么?

2、第二遍欣赏后提问：你喜欢哪个动作?这个动作表示什么
意思?并把这个动作表现出来。

(二)教师表演动作

1、带领幼儿集体复习巩固基本动作："矮人走路"。

动作要领：上身自然挺直，下身半蹲着踏步，双手自然摆动。

2、以分解的形式练习新动作，并引导幼儿创编"生气"、"笑
嘻嘻"的动作。

(三)随音乐进行完整练习

1、教师口哼曲子，放慢速度，带领幼儿完整练习一遍(结合
部分创编动作)。

2、让幼儿穿戴上服饰，完整跟学两遍，鼓励幼儿做出与别人
不一样的动作。要求幼儿做动作时带上形象、可爱的表情。

3、鼓励每位幼儿邀请一位自己的好朋友共舞，并要幼儿大胆
地运用动作，表情表现歌曲情绪。

三、活动结束：

活动在音乐声中自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