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 奥尔夫音乐
教案(模板9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一

1、透过欣赏和即兴舞蹈，体验乐曲《库乞乞》欢快跳跃的情
绪。

2、透过故事和图形谱，了解音乐结构和创编舞蹈动作。

3、让幼儿懂得爱学习的好孩子人人爱。

音乐《库乞乞》、图形谱、金色的魔盒、小纸条、书本。

1、欣赏音乐一次。

答案等会儿再告诉大家。这天老师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
这段音乐跟刚才的这个故事有关哦。我们一齐来听一听。

提问一：你听了这首音乐有什么感觉？听音乐时你想到了什
么？

提问二：觉得这首音乐有几段？（幼儿思考）我们再来仔细
听听。

2、欣赏音乐第二次。



（教师边做动作边和孩子一齐听音乐一次）

教师：鲁鲁骑着马翻过了几座山？（教师先让幼儿仔细听再
和幼儿一齐听一齐画出山的图片，有四座山）

提问：鲁鲁是怎样上山的？骑马的动作怎样样？我们一齐
来jy135。做做。

提问：鲁鲁爬过四座山，到山洞了吗？还要上几级台阶楼梯？

（再听一次验证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边听边画图谱）

最后到山洞门口了，要想进入山洞务必要说一句咒语。这句
咒语是什么呢？

一齐念几次咒语。

我们此刻来完整地听一次音乐，看看鲁鲁去寻找宝物的过程。

1、老师和孩子一齐走图形谱，引导幼儿用手指在自己身上做
动作。

2、提醒孩子每爬过一座上，马儿要休息一下。

3、不明白鲁鲁最后找到这个宝物没有，你们想不想去那个山
洞看看？（想）但是去那里要爬过很多坐山，上很高的台阶，
还要说一句咒语，你们行吗？我们起立，来试试。

（听着音乐在原地练习一次，两到三遍音乐）

每爬过一座山我们就让马休息一会儿，稍微停顿一下再继续
跑。

邀请听课老师和孩子们一齐来玩游戏，做律动。



提问：宝物最后找到了，它是长方形的，厚厚的，你们猜猜
它是什么？（书本）老爷爷为什么要送书本给鲁鲁呢？还有
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书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书
中有很多的知识，能让我们学到很多的本领。

此刻，我们回教室去看这些宝贝吧。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二

1、幼儿初步学习数数目，用肢体动作表示各种树的造型。

2、幼儿能认识落叶，并会用乐器敲出落叶数，并对唱名旋律
进行练习。

落叶若干、cd、录音机、乐器（小铃）

（一）认识树、落叶

1、教师故事引导：秋天到了，有好多好多的树，树上的树叶
慢慢变黄了。树叶随着风儿一片一片落下来。瞧！

2、树的造型：小树、大树、老树、爱随风摇摆的树。让幼儿
用肢体动作表示各种树的造型。

3、认识树叶：教师撒落叶，幼儿用手接，让幼儿观察落叶，
并说出其形状、触感、质感。

（二）次数

1、变大树，变小树、双手变树叶。

2、配合音乐、风儿你带什么来（侧耳倾听状），问：几声？
就用几片树叶表示？



3、教师示范丢捡叶子，直到四片落叶都以此方式丢捡。

4、幼儿练习丢捡叶子（配合音乐），直到四片落叶都以此方
式丢捡。

（三）乐器

1、教师出示乐器（小铃），示范敲出落叶的数目。

2、配合音乐

（1）歌曲：幼儿拿小铃敲出落叶数目。

（2）间奏：放下小铃做大树、小树随风飘动的造型。

（四）游戏书

1、配合音乐唱次曲，请幼儿圈选正确数量的树叶。

2、配合间奏的第二声部，指出树叶唱唱名，模仿老师以慢速
指树干上的唱名唱旋律。

奥尔夫音乐教案4

1.通过律动游戏，感应ab曲式和高低问答句。

2.初步学习顽固伴奏xxxx

3.体验营地游戏活动带来的快乐，以及集体搭帐篷的乐趣。

故事图片一张、桌布、cd、呼啦圈

1、以《小松鼠进行曲》进场。

2、节奏问好。



3、故事导入：

宝宝跟着爸爸妈妈到郊外野营，第一次野营，宝宝觉得好新
鲜……(音乐)

4、律动游戏——营地活动

1)宝宝的小手(小脚)会唱歌：(xxxx)我们去野营，一起搭帐
篷……

2)音乐律动——搭帐篷

a段：边念语词，边做钉钉子状。

b段：用肢体感应高低问答句。(噜噜噜噜放低低，啦啦啦啦
举高高)

3)听音乐进行搭帐篷游戏

教师先配班教师给幼儿做示范

a段：用脚踏出顽固伴奏(可以根据情况走动)

b段：1321放低低，6653举高高

幼儿分组进行游戏

4)最后请全体幼儿一起围着桌布进行搭帐篷游戏。(游戏中注
意幼儿安全)

5、结束游戏《小松鼠进行曲》

宝宝们可真是能干，搭了这么漂亮的帐篷，星星来的小天使
知道宝宝很辛苦给宝宝们准备了好喝的白开水，我们踏着整



齐的队伍一起去喝水了。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三

1、让幼儿了解蚊子是害虫。

2、锻炼幼儿手眼协调的打蚊子。

3、剖析节奏ta ti-ti，并用乐器拍奏全曲。

录音带、 录音机、铃鼓、 蚊子图片 、其他昆虫图片、手摇
铃若干个、捕蚊拍

1、故事引导：今天森林里要举行一场很大的音乐会，为了防
止扰乱，所以青蛙兄弟负责守卫。就在大家都沉醉在美好的
音乐中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群捣鬼的家伙，他们到底是谁
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2、小蚊子是害虫还是益虫“害虫”“为什么”“它叮人、会
传染疾病”

3、你认识哪些益虫呢？“青蛙、蜜蜂。。。。”

师：负责守卫的青蛙兄弟，也为了怕蚊子来捣鬼而伤透了头
脑

1、感受特定拍

我们来听一下音乐会上的蚊子是怎么扰乱的，欣赏全曲。

2、分段欣赏感应蚊子飞行“飞”的次数。

3、“如果有蚊子叮你，你会……”“拍死它”



4、“拍死蚊子你高兴吗？”“高兴”大声的笑一下“哈哈”

5、“如果你是小蚊子，请你做一个死翘翘的动作和大家的肢
体动作不同”

6、幼儿自学蚊子飞，可以根据儿谣做不同于他人的动作，
到“飞”时要拍手，最后做“死翘翘“的动作造型！和大家
不同的动作就一起来学学！

1、除了用手拍蚊子还可以用什么打死蚊子。“电蚊拍、蚊
香”

2、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一些蚊拍，来拍蚊子，可是在这
些蚊子中间有一些益虫，小朋友千万要看清楚。不要打死益
虫噢。

3、幼儿听到“啪”时候才能打蚊子，其它时候就学小蚊子飞
和做死翘翘肢体造型

4、幼儿游戏，教师察看是否有幼儿拍错蚊子。

5、师：蚊子的家族是很大的，我们把中国的蚊子消灭了，蚊
子的外国亲戚又来了。我们一起把它们都消灭光！

1、幼儿练习徒手拍节奏（根据幼儿的情况是否再次练习）

2、音乐会要开始了，请我们去演奏，我们先练习一下，请小
朋友叫醒你的小乐器。

3、一半幼儿拿领鼓，一半幼儿拿木鱼，听音乐练习演奏全曲。

4、交换乐器再次进行演奏。

5、教师组织幼儿收乐器。



结束语：好了，刚才小朋友们都很棒，都把小蚊子这些捣鬼
的家伙打死了。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四

1、听辨声音的长、短。

2、让幼儿感受二分音符、四分音符时值的不同。

3、会用肢体语言或乐器，表现声音的长短变化，体验声音游
戏的乐趣。

4、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活泼有趣的特点。

5、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1、音乐：《有趣的声音》、《火车开啦》。

2、图谱。

3、乐器。

一、声音游戏。

有哪些小动物来了？让幼儿说出动物的名称，然后模仿叫声
及动作。如：。

（小小猫；喵—小狗：汪汪汪汪）让幼儿说出谁的声音长
（短）？

小羊：咩—咩—小鸡：叽叽叽叽

（启发：动物园里、大街上、厨房里、天空
中——————4———5人）



二、肢体游戏。

2、小结：我们生活中的声音，有长也有短，老师用一根长纸
条表示长音，如：喵—；把这根长纸条剪成两段，就变成两
个短音，如：汪汪；出示纸条，让幼儿形象理解。

3、启发幼儿用肢体表现长短不同的声音，如：长音，伸长手
臂；短音时，握拳手臂收回。

4、启发幼儿用身体动作演奏声音的长短节奏。如：拍手、踏
脚、摇头……

三、节奏游戏。

1、认识乐器：三角铁、木鱼，知道名称和用法。

2、让幼儿用自己手里的乐器敲出声音，说出是长音还是短音。

3、出示节奏谱《不一样的声音》，a组幼儿用三角铁演奏长
音，b组幼儿用身体动作（拍手、踏脚————）演奏短音。
然后b组幼儿用木鱼演奏短音，a组幼儿用身体动作（踏脚、开
枪、敲鼓———）演奏短音。

4、a、b组看图谱分段演奏。

四、活动小结。

我们周围有许多长短不同的声音，音乐就是由很多长短不同
声音组成的。

开火车出教室，去寻找外面不一样的声音。

小百科：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最著名、影响最广
泛的三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在奥尔夫的音乐课堂中，孩子



们有机会进入丰富的艺术世界，音乐不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
而是与儿歌说白、律动、舞蹈、戏剧表演甚至是绘画、雕塑
等视觉艺术相联系。他们可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去关注特定的
一个声源，去倾听，辨别，想象来自生活和自然界的不同的
声音。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五

一、听音乐进活动室。

二、欣赏乐曲，了解音乐结构。

1、欣赏全曲，初步了解音乐特点，熟悉乐曲旋律。知道乐曲
前面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活动目标：

1、了解乐曲a(a+b),ba(a+b)的结构特点，感受两断音乐特征
的明显不同，并用动作表示。

2、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动作，调整好与同伴之间的距离。

活动准备：

1、手偶动物。

2、音乐。

活动过程：

一、听音乐进活动室。

二、欣赏乐曲，了解音乐结构。



1、欣赏全曲，初步了解音乐特点，熟悉乐曲旋律。知道乐曲
前面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2、教师运用手偶讲述故事，帮助幼儿了解乐
曲a(a+b),ba(a+b)的结构特点。

三、逐步欣赏音乐，创编动作。

1、欣赏a(a)段音乐了解音乐坚定行进感。并创编小丑出场的
动作。

2、欣赏a(b)段音乐的跳跃递进感，并启发幼儿创编四个小动
物的造型，在每一乐句的第一拍做出造型并保持不动。

3、欣赏b段音乐并用身体动作表现笑弯了腰的动态以表示b段
乐句连续下行。

4、再现a段音乐,动作同上。

四、完整的听音乐做游戏。

1、引导幼儿自由选择角色进行游戏。

2、在老师提出控制要求后，完整游戏若干次。

活动反思：

音乐主要是感情艺术，音乐总是以它的立意美、情境美、音
韵美、曲调美等来表达人们的心声：或者隐含着一个美好的
寓意，或者师法一种温馨的心曲，或寄托一个美丽的梦幻，
或展现一片炽热的情怀。进行曲是用行进步伐的节奏写成的
乐曲，一种进行曲是供队伍行进时奏唱的，以统一的步伐、
是鼓舞人心的。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六

奥尔夫音乐《蝴蝶》，蝴蝶图片两张，丝巾若干、道具花若
干。

1、大家一起围圈随音乐拍拍手

2、大家一起围圈随音乐节奏踏踏脚

3、全体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慢慢后退成大圈

4、全体手拉手慢慢前进成小圈

1、师：小朋友们，今天有许多客人来和我们一起上课，我们
一起来和客人问个好！老师还带了一个特别的朋友来和大家
认识呢！

2、出示蝴蝶图片一，播放歌曲《蝴蝶》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带着金丝身穿花花衣。

你爱花儿花也爱你，你会跳舞花又甜蜜

1、师：蝴蝶漂亮吗？

2、出示图片二，“哪里漂亮了？”

3、师：蝴蝶是怎么飞的呢？幼儿自由想像各种蝴蝶飞的样子

教师总结：

1、飞的时候后跟离地，小脚尖点地，飞起来的时候轻轻的，
小脚轻轻点地踏步。我们把这种脚的动作叫做"小碎步"。

2、教师示范飞这边飞那边，飞高飞低；转圈；中间间接音乐



蹲下来休息

3、请能干的小朋友上来和老师示范表演

4、全班小朋友配上音乐跟随教师一起来表演一遍小碎步。

1、教师示范跳一小段蝴蝶舞

师：我们的小朋友真能干，下面老师来当蝴蝶妈妈，你们来
当小蝴蝶，蝴蝶们！妈妈会跳一支蝴蝶舞，学好这个舞以后
你们就可以跟妈妈去花园啦，先来看妈妈跳蝴蝶舞！（教师
出示绑着红黄蓝三种颜色花的凳子，围着花朵跟随音乐完整
演示，以花朵布置一个花园的情景，激发幼儿学习蝴蝶的欲
望。）

2、请三名幼儿跳蝴蝶舞

师：这支蝴蝶舞好不好看，请两只能干的蝴蝶上来和蝴蝶妈
妈一起来表演蝴蝶舞吧！（两个小朋友上来跟随音乐一起表
演奥尔夫）

3、集体跟音乐跳一遍蝴蝶舞

师：蝴蝶们，我们一起来为去花园跟音乐跳蝴蝶舞吧！（以
提问引发幼儿思考及学习蝴蝶飞的兴趣，在幼儿自己想像飞
的动作后，教师总结动作，并以蝴蝶跟蝴蝶妈妈学本领这一
情节，来带领幼儿跟随音乐做相应完整的奥尔夫动作。

师：我这里有很多花衣裳，蝴蝶们穿上花衣裳跳舞吧！

教师示范拿丝巾。每人有一条~2条丝巾，在教室内自由飞舞，
一下高一下低。（请注意不要再原地，尽量让幼儿有空间感，
在中途可略作停顿.乐句共4个乐句，在第三乐句时，蹲下当
花，其余走动。)



下课律动摇：转转转，跳跳跳，今天上课真有趣，谢谢老师
谢谢你呀，上课真有趣。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七

1．感应乐曲特定节奏。

2．尝试和老师一起学做小马的动作。

纱巾、图谱、铃鼓。

师生拍肢体问好

从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果园，在果园里种着好
多果树，有橘子树、苹果树、香蕉树等等。这天，果园里的
果子都成熟了，有一个叫企企的男孩知道了，好想吃果园里
的水果。你们听，他骑着小马踏上了去果园的路。

三、肢体律动

1．你们知道小马怎么走路的吗？还可以怎么走呢？

2．讨论走累了可以怎么休息。走累了，我们休息一下，我们
休息可以怎么做呢？

a：学小马散步

b：擦汗、喝水

1．引导幼儿用纱巾做骑马衣。

你们看，知道我手上拿着是什么吗？这是马身上的绳子，拉
着这绳子我们就可以骑马了。



2．用纱巾擦汗或用纱巾做水壶。

累了，我们用纱巾擦擦汗吧；

口渴了，还可以把它变成水壶喝水喽。

3．听音乐用道具律动

a：纱巾做骑马衣

b：纱巾擦汗、纱巾水壶。

玩铃鼓，教师引导幼儿演奏铃鼓。

a：按拍上下摇奏

b：铃鼓戴头上（遮阳帽）。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八

1、看看、说说、动动，能积极、愉快地参加歌唱活动。

2、乐意边念（唱）歌曲边拍出节奏，感受“野餐”的欢快意
境。

课件、音乐。

熟唱歌曲，能积极主动的看看、说说、动动。

掌握说唱部分“微微笑”的节奏，感受歌曲“野餐”的欢快
意境。

1、回忆经验，引出话题。



（1）小朋友，上次我们去秋游开心吗？（开心）快看，你们
在干什么呀？（出示课件1——秋游活动分享食物）你们在哪
里分享好吃的呀？（野外）

（2）我们在野外分享好吃的，这就叫做“野餐”。你们野餐
开心吗？（开心）

2、欣赏图片，学唱歌曲第一段。

（1）去野餐是件开心的事情，（出示课件2）快看，今天有
一群小朋友们也去野餐啦。

他们在干什么呢？（笑、手拉手、很开心、唱歌）

（2）他们野餐时还会唱歌呢，我们来听一听。（出示课件3）
教师示范演唱第一段歌曲

“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去野餐。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去
野餐。小朋友们手牵着手，啦啦啦啦，我们一起去野餐”

（3）你们听到了什么呀？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边唱边指着图
谱，利用图谱帮助幼儿理解、记忆歌词内容。

（4）让我们看着图谱也来唱歌吧。（教师带着幼儿清唱歌曲
边指图）

（5）让我们看着图谱、听着音乐来唱歌吧。（播放歌曲第一
段）

3、观察节奏谱，说唱歌曲第二段。

（1）小朋友野餐、唱歌真开心，（出示课件4）你们看还有
谁也很开心呀？（太阳、小花、小鸟）你们从哪里看出来它
们很开心呀？（嘴巴、在笑、微微笑）



（2）太阳、小花、小鸟也来唱歌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出示课件5）教师示范演唱第二段说唱歌曲“温暖的太阳对
我微微笑，可爱的小花对我微微笑，树上的小鸟也在叽叽叫，
小朋友们都在微微笑。”

（4）哦，原来小鸟、小花、太阳的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像
说话一样说出来的，这就叫“说唱”。

（5）那它们说了些什么呀？谁来说一说。教师根据幼儿说到
的指着图谱，并带幼儿说唱。

（6）让我们看着图谱也来说一说吧。

（7）老师不但会把太阳、小花、小鸟的歌说出来，我还会表
演呢。（教师示范说唱表演）

（8）刚才老师的表演，你最喜欢哪一个动作呀？（重点练
习“微微笑”）

（9）让我们看着图谱也来表演吧，师幼合作说唱表演。

（10）让我们看着图谱、听着音乐来唱歌吧。（播放歌曲第
二段）

4、完整欣赏歌曲《野餐》。（出示课件6）

野餐的歌真好听，我们再一起来听一听吧。（播放完整歌曲）

5、幼儿完整学唱歌曲《野餐》。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着图谱、听着音乐一起来唱歌吧。

6、幼儿即兴表演。

你们的歌声真好听，让我们边唱边跳吧！老师来看一看，谁



的舞姿最漂亮？

7、你们想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野餐吗？那让我们一
起听着音乐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去野餐吧。

奥尔夫音乐教案分析与反思篇九

1、通过律动感应回旋曲曲式：前-a-a-间-b-a-a-c-a、

2、能够大胆地用肢体动作创编不同的化石造型。

3、积极参与角色扮演，体验奥尔夫音乐活动的欢乐。

用肢体创编不同的化石造型。

感应回旋曲式。

化石图片、铃鼓、ppt

“扣扣扣”从地底下传来一阵敲打声，大家又惊又喜地朝着
声响处探索，原来地下王国的化石们也兴高采烈地来参加晚
会。

1、化石介绍

通过图片简单介绍化石的由来。

2、音乐律动

(1)教师引导幼儿运用肢体各部位，尝试模仿化石舞蹈时的僵
硬感。

(2)全体围坐，教师带领幼儿伴随音乐感应a段节奏。



全体站立，教师带领幼儿在a段音乐做出不同的化石造型。

教师将全体幼儿分组，伴随音乐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

幼儿听音乐做律动出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