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 小班音乐
教案及教学反思小乌龟(通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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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篇一

一、活动目标：

1.仔细观察、理解图片，发现图片中的内在线索，初步尝试
排图讲述故事内容。

2.尝试运用对话框引出角色间的对话，丰富讲述故事内容。

3.体验亲情，懂得如何关心周围的人。

二、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引出主题,感知理解讲述对象。

有一只小动物身上有个大罗锅,走起路来慢悠悠？

（二）引导幼儿观察、分析、理解图片，运用已有经验讲述。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有条理的想象、讲述故事的开始部分。

2．（出示图二、三、四、五）发生了什么事？

3．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根据图片线索尝试排图讲述故事内容。



（三）引进新经验，出示对话框，引出角色间的对话。

2.幼儿分组表演，利用小云朵让孩子进行对话

（四）巩固和迁移新的讲述经验。

1．你喜欢小乌龟吗?为什么？平时你是怎么关心身边的人呢？

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篇二

一、活动目标

1、熟悉歌曲的旋律，尝试用身体的动作来表演歌曲的内容。

2、初步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二、活动准备

1、幼儿经验准备：课前引导幼儿认识各种茶壶、茶杯，知道
茶壶、茶杯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2、教学准备：与歌曲有关的茶壶图片四幅，歌曲伴奏。

三、活动过程：

一、通过游戏“变变变”进入宝宝们，今天我们来玩一
个“变变变”的游戏好不好?

想玩的宝宝站起来，找一个空地方站好。你们的小手在哪里?
挥一挥。噢，我看到了，真漂亮。现在我们藏起来。游戏就
要开始罗，听!

(变成小兔，跳一跳)(变成鸭子，走一走)(变成袋鼠，跳一
跳)(变成飞机，听音乐飞进场地)



二、观察图片，熟悉歌曲

1、教师完整的示范演唱一遍我们开飞机开累了，来!宝宝们，
找一个空地方坐好，休息一会儿。

累不累啊?(幼儿回答)累我都想喝水了。宝宝们，快看，这是
谁呀?(茶壶)

2、观察图片，理解歌词

(3)触摸第三幅图片，问问幼儿：“壶里的水怎样拉?”(水烧
开拉，都冒烟啦，水都在壶里翻滚啦)

(4)那这个壶嘴怎样啦?(冲茶啦)教师听音乐有节奏的朗诵：
水开了!泡茶了。

三、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1、你们想不想都来喝喝茶，好，请小朋友赶快准备。

2、我们的茶壶是什么样子的啊?(又肥又矮)来!我们来做一做。

那壶柄长在哪呢?壶嘴长在这儿。(动作示意)再来一次。

提问：“谁想喝水?”(咕噜咕噜)

3、提问：宝宝们，刚才我们的壶柄都长在这儿，动脑筋想想，
壶柄还可以长在哪儿?(幼儿创编)那壶嘴呢?(幼儿创编)那我
们再来一次，这一次看看谁跟我的不一样。

4、刚才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壶柄和壶嘴长在了不同的地方，真
不错!我再来看看，来，宝宝们准备!(教师不示范)

5、宝宝们，把你们的茶杯摆好啦!我来给你们倒茶。“咕噜
咕噜”



6、哦!这么多的小朋友都想喝茶，老师都倒不过来了，这样
吧，我们再来冲一次茶，和你旁边的好朋友，相互的倒倒茶，
好吗?来!大家赶快准备好。(把你们的茶也倒给我喝喝)

五、结束其他班上的小朋友也也想喝茶了，来!宝宝们，我们
也去给他们倒茶去!

活动反思：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大象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
的第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在情境表演中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唱出歌曲《小乌
龟》幽默的情绪特点。

2、尝试替换歌词演唱，感受创造歌词的快乐。

3、借助已有经验、图片和老师的提问，理解并记忆歌词。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重难点：

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



尝试替换歌词演唱，感受创造歌词的快乐。

难点形成原因：

思维替换与表达协调性的薄弱。

难点解决策略：

以图示支架支持幼儿尝试。

设计依据：

歌曲学唱主要运用了适合小班幼儿年龄的情境表演支架为辅
助，学做小乌龟，富有生动性和情感体验。

活动过程：

1、熟悉认识小乌龟。

2、熟悉歌词，边用语言和动作创设情境，学做小乌龟爬山坡
的动作。

3、熟悉歌曲旋律，边感受节奏，边模仿动作。

4、学习演唱并表演歌曲。

5、尝试替换歌词演唱。

6、完整演唱与表演。

活动反思及重构：

这是一首活泼富有童趣的歌曲，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在音
乐中感知乌龟动作变化，从而产生愉快的情绪。



运用游戏的方式直接进入教学内容，在说说、做做中理解歌
曲的内容，同时使用图谱支架，为后面的学唱整首歌曲做好
了铺垫。在表演歌曲中，我引导幼儿学习乌龟慢的，同时也
提供给幼儿自我表现的机会。通过表演演唱使听众感受音乐
的.艺术形象，产生联想和想象，进而达到审美的目的。由于
幼儿的年龄较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运用表情、动作
来表现歌曲，并在表演中能有意识的与同伴进行交流与合作，
对幼儿来说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经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经过
自己的努力才能做到。

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熟悉歌曲小红帽，能进一步表演歌曲。

2、培养幼儿的反应能力和敏捷速度

活动准备：

1、幼儿已经初步听过或已经熟悉歌曲小红帽

2、小红帽的动画音乐

3、郊外的图片，小红帽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出小红帽

1、师：小朋友喜欢自己的外婆吗？

幼：外婆生病了。



3、师：外婆的家住在哪里啊？

幼：住在森林里，住在郊外。

二、请幼儿跟随小红帽的音乐一起唱唱

1、教师扮演小红帽教幼儿唱

2、师：小朋友唱的真好听，小红帽很高兴，她把帽子送给了
老师，老师现在就是小红帽了。小朋友，你们能陪我一起去
看我的外婆，我很高兴，谢谢你们小朋友，可是我去看外婆
的时候，我喜欢边唱歌边去看外婆，你们会唱我的歌吗？请
小朋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我们把好听的歌声也带去给我的
外婆好吗？（幼儿跟唱）

三、请幼儿拿着糕点和小红帽一起去看外婆小朋友，你们唱
的真好听，外婆听了一定好高兴，小朋友我们去看外婆时要
注意了，当心附近有大灰狼，如果在路上听到了大灰狼的声
音一定要躲起来哦，要躲在大树背后，这样大灰狼就发现不
了我们了，等大灰狼走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外婆。

四、请幼儿游戏

1、请幼儿和小朋友边走边唱去看外婆，唱完或中途出现大灰
狼声音，请小朋友躲起来，第一次到外婆家的时候，外婆不
在家，请小朋友再玩一次。

2、期间用各式各样的食物代替原段中的'糕点，可以替换着
游戏。

五、结束语：天太晚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和外婆再见，带
着小朋友出活动室。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原来准备用小铃、圆舞板、铃鼓，但受学校已有的
乐器数量影响改为铃鼓、串铃、木鱼，这些乐器的使用方法
就花了不少时间，然后看指挥演奏又是一个难点，好在小红
帽乐曲比较熟悉，因此孩子们还是打击乐活动有了一个较好
的了解，这节课比我预期的时间要长，因为中间有很多预想
不到的突发状况，例如对之前学习的乐器使用方法掌握不牢
固，个别幼儿需要重新指导幼儿太多。另外活动内容有点多，
以至于课堂节奏有点快没有留出给孩子们消化的时间。授课
效果比较满意的是找男女幼儿分别表演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
定的竞争意识，男女分别表演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
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要是能在区域中组织幼儿演奏那就更
好了。

小班音乐上学歌教案反思篇五

教材分析

一首生动可爱、幽默诙谐、朗朗上口的儿歌音乐，让幼儿充
满了表演欲望，歌词的替换能帮助幼儿锻炼思维与表达的.协
调性。

活动目标

1.在情境表演中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唱出歌曲幽默的
情绪特点。

2.尝试替换歌词演唱，感受创造歌词的快乐。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

活动难点：尝试替换歌词演唱，感受创造歌词的快乐



难点形成原因：思维替换与表达协调性的薄弱

难点解决策略：以图示支架支持幼儿尝试

活动过程

1.熟悉认识小乌龟。

2.熟悉歌词，边用语言和动作创设情境，学做小乌龟爬山坡
的动作。

3.熟悉歌曲旋律，边感受节奏，边模仿动作。

4.学习演唱并表演歌曲。

5.尝试替换歌词演唱。

6.完整演唱与表演。

设计依据：歌曲学唱主要运用了适合小班幼儿年龄的情境表
演支架为辅助，学做小乌龟，富有生动性和情感体验。

活动反思

这是一首活泼富有童趣的歌曲，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在音
乐中感知乌龟动作变化，从而产生愉快的情绪。

运用游戏的方式直接进入教学内容，在说说、做做中理解歌
曲的内容，同时使用图谱支架，为后面的学唱整首歌曲做好
了铺垫。在表演歌曲中，我引导幼儿学习乌龟慢的，同时也
提供给幼儿自我表现的机会。

通过表演演唱使听众感受音乐的艺术形象，产生联想和想象，
进而达到审美的目的。由于幼儿的年龄较小，常常以自我为
中心。通过运用表情、动作来表现歌曲，并在表演中能有意



识的与同伴进行交流与合作，对幼儿来说有一定的难度，需
要经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