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 幼儿园洋娃娃和小
熊跳舞中班音乐教案(模板8篇)

演奏音乐的即兴创作给予了音乐家们更多的自由和表现空间。
在即兴演讲中如何克服紧张和舞台恐惧？以下是一些即兴创
作的经典范例，供大家欣赏和借鉴。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一

1.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尝试学跳圆圈舞。

2.在和哥哥姐姐及同伴的共同舞蹈中体验集体舞的.乐趣。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1.音乐、小熊和洋娃娃的装扮物品

2.班幼儿排演圆圈舞

主要提问：还记得这时什么歌吗?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能跟着节奏演唱歌曲。

1.欣赏哥哥姐姐的圆圈舞

主要提问：你能看出谁是小熊谁是洋娃娃吗?

洋娃娃和小熊是怎么跳舞的?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能从动作上分辨出洋娃娃和小熊;幼儿对



洋娃娃和小熊的动作以及何时转身拍手能否关注。

2.两人一组学习动作

交代任务：两人一组，商量一下谁做小熊谁做洋娃娃，然后
用你的动作来告诉大家。

两个朋友交换一下角色，我们再来跳跳舞。

重点关注：幼儿间是否能够协商共同舞蹈。

幼儿是否有分角色舞蹈的意识。

主要提问：看看洋娃娃和小熊谁站在圈上，谁站在圈外?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关注到在准备过程中洋娃娃和小熊的站
位，是否能有次序的去装扮自己的角色。

幼儿是否对装扮跳圆圈舞感兴趣。

教学活动目标能总体上达到，但我在教学的动作上还需要夸
张一些，同时在幼儿与幼儿之间舞蹈的互动中可以有多种形
式，如：可以让中班和大班的幼儿穿插在一起跳舞等。在幼
儿道具的分发时，我是让孩子们一起上来自己选择想要当的
角色，但这样较为混乱，改成想当洋娃娃的小朋友先出来选
择，再请小熊出来装扮自己，这样可能会较为有次序一些，
同时在幼儿的表情上我还需要提醒幼儿要欢快的、愉悦的。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二

1、在熟悉歌曲节奏的基础上，学会演唱歌曲，感受歌曲活泼、
明快的旋律。

2、尝试自编舞蹈动作，学会跳圆圈舞，体验创造的喜悦。



3、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学唱歌曲。

玩具洋娃娃和小熊歌曲音频熟悉歌曲旋律

一、教师和幼儿共同听音乐，做各种动作。

出示洋娃娃：(嗨！小朋友，我是可爱的洋娃娃，我的舞跳的
可棒啦！

大家喜欢我吗？)出示小熊：（你们好！小朋友，我是小熊，
别看我长的笨头笨脑的，我的舞跳的也不错哦！大家欢迎我
吗？）出示洋娃娃：（我舞跳的好，我还会唱歌呢？请听--）

三、学唱歌曲

1、集体欣赏：（播放歌曲）我们来听听洋娃娃是怎样唱的？

幼儿感受歌曲的内容与情绪。

幼儿泛讲歌词内容，教师用歌曲里的句子总结幼儿回答。

3、"现在让我们跟着电子琴把歌词念一遍吧！"教师带领幼儿
按音乐节奏、节拍速度念歌词。

4、这其实是一首外国儿歌，歌曲的名字叫〈洋娃娃和小熊跳
舞〉，现在我们跟着洋娃娃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洋娃娃和
小熊跳舞〉吧！

（让小熊评价）集体跟着琴来演唱一遍。

出示小熊：恩，唱的不错，不过能不能唱的再好点呢？



师：小熊鼓励我们再唱的好一点，大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
一定要让小熊满意哦！（再次演唱）

四、想象创编

1、洋娃娃和小熊跳什么舞？你会跳吗？

2、创编：幼儿听音乐创编动作，教师进行引导，提示。

3、个别交流：教师请表演好的幼儿来表演，其余幼儿模仿表
演。

4、请全体幼儿来表演。

五、跳圆圈舞

1、师：我们用刚才编好的动作，重新再来跳一遍好吗？

2、请好的幼儿来表演跳圆圈舞，其余幼儿观看、模仿（先个
别再集体）

3、集体表演圆圈舞，教师加入其中。

六、听音乐跳出活动室。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5篇《幼儿园
大班音乐《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教案》，希望可以启发您的
一些写作思路，更多实用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三

1、在熟悉歌曲节奏的基础上，学会演唱歌曲，感受歌曲活泼、
明快的旋律。

2、尝试自编舞蹈动作，学会跳圆圈舞，体验创造的喜悦。



3、使幼儿懂得歌曲的诙谐幽默之处。

4、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

玩具洋娃娃和小熊歌曲音频熟悉歌曲旋律

音乐磁带、洋娃娃和小熊的头饰。

一、教师和幼儿共同听音乐，做各种动作

二、用洋娃娃和小熊进行师生互动，引出话题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请来了两位客人，听！它们在说什么
呢？

出示洋娃娃：嗨！小朋友，我是可爱的洋娃娃，我的舞跳得
可棒啦！大家喜欢我吗？出示小熊：你们好！小朋友，我是
小熊，别看我长的笨头笨脑的，我的舞跳得也不错哦！大家
欢迎我吗？)出示洋娃娃：我舞跳得好，我还会唱歌呢？请听。

三、学唱歌曲

1、集体欣赏：（播放歌曲）我们来听听洋娃娃是怎样唱的？

幼儿感受歌曲的内容与情绪。

幼儿泛讲歌词内容，教师用歌曲里的句子总结。

3、"现在让我们跟着电子琴把歌词念一遍吧！"教师带领幼儿
按音乐节奏、节拍速度念歌词。

4、。其实是一首外国儿歌，歌曲的名字叫《洋娃娃和小熊跳
舞》，现在我们跟着洋娃娃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洋娃娃和
小熊跳舞》吧！



（让小熊评价）集体跟着琴来演唱一遍。

出示小熊：恩，唱得不错，不过能不能唱得再好点呢？

师：小熊鼓励我们再唱的好一点，大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
一定要让小熊满意哦！（再次演唱）

四、想象创编

1、洋娃娃和小熊跳什么舞？你会跳吗？

2、创编：幼儿听音乐创编动作，教师进行引导。

3、个别交流：教师请表演好的幼儿来表演，其余幼儿模仿表
演。

4、请全体幼儿来表演。

五、跳圆圈舞

1、师：我们用刚才编好的动作，重新再来跳一遍好吗？

2、请幼儿来表演跳圆圈舞，其余幼儿观看、模仿（先个别再
集体）。

3、集体表演圆圈舞，教师加入其中。

六、听音乐跳出活动室

教学活动目标能总体上达到，但我在教学的动作上还需要夸
张一些，同时在幼儿与幼儿之间舞蹈的互动中可以有多种形
式，如:可以让中班和大班的幼儿穿插在一起跳舞等。在幼儿
道具的分发时，我是让孩子们一起上来自己选择想要当的角
色，但这样较为混乱，改成想当洋娃娃的小朋友先出来选择，
再请小熊出来装扮自己，这样可能会较为有次序一些，同时



在幼儿的表情上我还需要提醒幼儿要欢快的、愉悦的。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四

1、在熟悉歌曲节奏的基础上，学会演唱歌曲，感受歌曲活泼、
明快的旋律。

2、尝试自编舞蹈动作，学会跳圆圈舞，体验创造的喜悦。

3、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学唱歌曲。

玩具洋娃娃和小熊歌曲音频熟悉歌曲旋律

一、教师和幼儿共同听音乐，做各种动作。

出示洋娃娃：(嗨！小朋友，我是可爱的洋娃娃，我的舞跳的
可棒啦！

大家喜欢我吗？)出示小熊：（你们好！小朋友，我是小熊，
别看我长的笨头笨脑的，我的舞跳的也不错哦！大家欢迎我
吗？）出示洋娃娃：（我舞跳的好，我还会唱歌呢？请听--）

三、学唱歌曲

1、集体欣赏：（播放歌曲）我们来听听洋娃娃是怎样唱的？

幼儿感受歌曲的内容与情绪。

幼儿泛讲歌词内容，教师用歌曲里的句子总结幼儿回答。

3、"现在让我们跟着电子琴把歌词念一遍吧！"教师带领幼儿



按音乐节奏、节拍速度念歌词。

4、这其实是一首外国儿歌，歌曲的名字叫〈洋娃娃和小熊跳
舞〉，现在我们跟着洋娃娃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洋娃娃和
小熊跳舞〉吧！

（让小熊评价）集体跟着琴来演唱一遍。

出示小熊：恩，唱的不错，不过能不能唱的再好点呢？

师：小熊鼓励我们再唱的好一点，大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
一定要让小熊满意哦！（再次演唱）

四、想象创编

1、洋娃娃和小熊跳什么舞？你会跳吗？

2、创编：幼儿听音乐创编动作，教师进行引导，提示。

3、个别交流：教师请表演好的幼儿来表演，其余幼儿模仿表
演。

4、请全体幼儿来表演。

五、跳圆圈舞

1、师：我们用刚才编好的动作，重新再来跳一遍好吗？

2、请好的幼儿来表演跳圆圈舞，其余幼儿观看、模仿（先个
别再集体）

3、集体表演圆圈舞，教师加入其中。

六、听音乐跳出活动室。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五

音乐教育是一种融音乐、舞蹈、语言为一体的全体艺术，运
用音乐对幼儿进行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一个途径。传
统的幼儿音乐教育，学习歌曲、名曲欣赏，韵律活动，打击
乐演奏被禁锢成一个死板的模式，总是幼儿围着教师转。而
对于幼儿，舞蹈活动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活动，所以我设计
了这堂结合韵律游戏的音乐课，让幼儿自己活动的过程中去
体验舞蹈的快乐。

1、在熟悉歌曲节奏的基础上，学会演唱歌曲，感受歌曲活泼，
明快的旋律。

2、尝试自编韵律动作，体验创造的乐趣。

：1、钢琴2、ppt课件

：幼儿学会用调音的方式演唱歌曲

t：今天，森林舞会热闹的开始了，快乐的气氛引来了许多小
动物，我们一起看看是谁来？

t：13|5—|5432|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t：谁来啦？（青蛙）

t：小青蛙唱的真好听，那我们一起来学学小青蛙唱歌吧。幼
儿随琴声进行发声练习此环节要求幼儿进行发声开嗓练习，
能够保护幼儿正在发育的嗓子，为了接下来的唱歌活动做好
铺垫。t:这时，小鸡也来了。（幼儿跟随教师，进行发声练习，
分别再用小鸡的叽叽叫和小猫咪的喵喵叫进行练习）



（设计意图：此环节要求幼儿进行发声开嗓练习，能够保护
幼儿正在发育的嗓子，为了接下来的唱歌活动做好铺垫）

（三）、听一听，想一想

1、t:舞会上，在这么多动物朋友里有两个朋友成为了这次舞
会的主角，想不想看看是谁呀？（教师出示小熊与洋娃娃
的ppt）

3、再次欣赏歌曲，要求听出歌曲中出现了几次121。

（四）、学唱歌曲

c:13|5—||d:13|1—||

2、熟悉歌词。

t：你们在歌词中还听到了什么？（依据幼儿的回答，出示歌
谱其余的部分图谱）

3、出示全部图谱后，引导幼儿熟悉歌词。

让幼儿根据图谱进行歌曲的学唱。（节奏由慢到快，引导幼
儿学会演唱歌曲）

当旋律歌词会了之后，要求大家以分角色、齐声的方式进行
表演。1、幼儿按要求回答问题

2、幼儿聆听歌曲

3、幼儿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幼儿学习“121”的旋律。



从孩子们感兴趣的自由想象入手，在想像的过程中理解歌中
唱的是小熊和洋娃娃跳舞，初步理解歌词的含义。

此环节为教学的重要环节，我运用了图谱的方式来帮助幼儿
理解歌曲内容和旋律走向。

（五）韵律游戏

1、要求儿童创编几个韵律动作来配合歌曲，教师进行相应指导
（教师弹琴，幼儿自由创编）。

2、播放歌曲《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让幼儿扮演小熊或洋娃
娃进行角色表演。幼儿发挥想象创编韵律游戏让幼儿在音乐
中体会创造的乐趣。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六

1、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尝试学跳圆圈舞。

2、在和哥哥姐姐及同伴的共同舞蹈中体验集体舞的乐趣。

3、借助图谱、动作、游戏情景理解记忆歌词并学唱歌曲《洋
娃娃和小熊跳舞》。

4、尝试仿编歌词，乐意说说歌曲意思。

1、音乐、小熊和洋娃娃的装扮物品

2、班幼儿排演圆圈舞

一、复习歌曲、引发兴趣

主要提问：还记得这时什么歌吗？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能跟着节奏演唱歌曲。



二、欣赏舞蹈、学习动作

1、 欣赏哥哥姐姐的圆圈舞

主要提问：你能看出谁是小熊谁是洋娃娃吗？

洋娃娃和小熊是怎么跳舞的？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能从动作上分辨出洋娃娃和小熊；幼儿
对洋娃娃和小熊的动作以及何时转身拍手能否关注。

2、两人一组学习动作

交代任务：两人一组，商量一下谁做小熊谁做洋娃娃，然后
用你的动作来告诉大家。

两个朋友交换一下角色，我们再来跳跳舞。

重点关注：幼儿间是否能够协商共同舞蹈。

幼儿是否有分角色舞蹈的意识。

三、感受队形、装扮表演

主要提问：看看洋娃娃和小熊谁站在圈上，谁站在圈外？

重点关注：幼儿是否关注到在准备过程中洋娃娃和小熊的站
位，是否能有次序的去装扮自己的角色。

幼儿是否对装扮跳圆圈舞感兴趣。

教学活动目标能总体上达到，但我在教学的动作上还需要夸
张一些，同时在幼儿与幼儿之间舞蹈的互动中可以有多种形
式，如：可以让中班和大班的幼儿穿插在一起跳舞等。在幼
儿道具的分发时，我是让孩子们一起上来自己选择想要当的



角色，但这样较为混乱，改成想当洋娃娃的小朋友先出来选
择，再请小熊出来装扮自己，这样可能会较为有次序一些，
同时在幼儿的表情上我还需要提醒幼儿要欢快的、愉悦的。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七

一、教师和幼儿共同听音乐，做各种动作。

出示洋娃娃：（嗨！小朋友，我是可爱的洋娃娃，我的舞跳
的可棒啦！

幼儿感受歌曲的内容与情绪。

幼儿泛讲歌词内容，教师用歌曲里的句子总结幼儿回答。

3、"现在让我们跟着电子琴把歌词念一遍吧！"教师带领幼儿
按音乐节奏、节拍速度念歌词。

4、这其实是一首外国儿歌，歌曲的名字叫〈洋娃娃和小熊跳
舞〉，现在我们跟着洋娃娃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洋娃娃和
小熊跳舞〉吧！

（让小熊评价）集体跟着琴来演唱一遍。

出示小熊：恩，唱的不错，不过能不能唱的再好点呢？

师：小熊鼓励我们再唱的好一点，大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
一定要让小熊满意哦！（再次演唱）

三、想象创编1、洋娃娃和小熊跳什么舞？你会跳吗？

2、创编：幼儿听音乐创编动作，教师进行引导，提示。

3、个别交流：教师请表演好的幼儿来表演，其余幼儿模仿表



演。

4、请全体幼儿来表演。

四、跳圆圈舞1、师：我们用刚才编好的动作，重新再来跳一
遍好吗？

2、请好的幼儿来表演跳圆圈舞，其余幼儿观看、模仿（先个
别再集体）3、集体表演圆圈舞，教师加入其中。

五、听音乐跳出活动室。

小班音乐活动熊跳舞篇八

1、教师以舞蹈引出歌曲，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2、熟悉旋律，理解歌词

（1）洋娃娃和小熊是怎么跳舞的？有哪些好看的动作。

（2）它们是在什么时候拍手的？唱“一二一”时有什么不一
样？

教师跟据幼儿的回答，把相关的图谱贴上黑板。

3、跟琴学唱

（1）看看图谱上的什么地方看不明白的。

（2）师引导用欢快跳跃的声音，愉悦的心情来唱

4、初步练习用“啦”伴唱，体验与同伴歌唱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