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 小
雨沙沙音乐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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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篇一

年级：一年级

课时：一课时

教学内容：

唱：《小雨沙沙》、 动：歌表演《小雨沙沙》、 画：简笔
画小雨点、种子、花、草等 、 讲：用简洁的语言描述画面、
敲：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用活泼、亲切的情绪演唱歌曲，懂得种子发芽生
长离不开雨露的科学道理。

2.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创造性地参与音乐活动。

3.通过唱、表演、敲、画、讲等，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教学难点：歌曲处理与表演

教学准备：录音机、磁带、图片、打击乐器、头饰等



教学过程（）：

一、 以情感为纽带，组织教学

1.学生随音乐进教室，跟老师做拍手律动。

2.师生问好。

一、 基本训练

练声曲：模仿小鸡、小猫、小鸭叫。

二、 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老师创设情景

a.（出示图一）小朋友，小猴子在干什么？对，勤劳的小猴子
在洗衣服，发出“刷 刷 刷刷 0 ”的声音。老师先请一位学
生学小猴，然后请全体学生边做洗衣服动作边学它的声音，
出示节奏： （模仿）

b.（出示图二）笨拙的小熊在 玉米，它一边 一边哼着小曲，
请学生创编节奏，最后老师再出示节奏： 全班练，点到哪组
那组练。（创编节奏）

c.（出示图三）小兔子坐在大树下听小熊一直唱这几句，忍不
住叫了起来：“我会唱歌呢，让我来唱：“噜噜 噜 噜噜 噜
噜 噜 ……”师：“让我们一起来学小兔唱”。学生跟着小
兔唱，出示节奏： （音高练习）

d.教师伴奏，学生拍节奏（感受乐曲）

2.导入新课



a.师边放欣赏带，边讲故事导入（出示背景图）

师提问后讲故事：小动物们正唱得高兴时，风妹妹和春雨弟
弟来了，风妹妹把绿绿的小柳树吹得摇摇摆摆，春雨弟
弟“沙沙沙”地下起了春雨，滴落在嫩绿的小草、鲜艳的小
花身上，地里的种子在努力地向上生长着……欢迎春天的到
来。

b.揭示课题，播放录音歌曲《小雨沙沙》，要求学生边仔细
听边想象春天下小雨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c.教师有表情地演唱歌曲后提问，种子在说什么话？为什么？

d.带领学生唱读

e.请学生用“噜”模唱

f.学生跟音乐轻声的演唱歌曲。

g.师生对唱。

h..全班进行表演。

三．分组活动

1.学生分组讨论，说出自己喜爱的方式：演唱、表演、画画、
乐器伴奏等。

2.教师巡回指导，启发学生开阔思路。

3.分组展示表演

a.图画组：这组同学运用图画的形式，发挥自己的想象，用
彩笔画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话得真漂亮。



b.乐器组：这组同学运用打击乐为歌曲伴奏，棒极了。

c.表演组：同学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模
仿“风”、“雨”、“种子”，把春天的景象用动作表现出
来，真棒。

e.歌唱组：同学们用甜美地歌声演唱歌曲，仿佛把我们带入
了春的世界。

4.师，刚才同学们都运用了自己喜爱的方式来表达了这首歌
曲，大家表现的非常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表演吧！

四．小结：学了这首歌，我们知道了种子生长离不开雨水，
现在就让我们带者愉快的心情，边唱边跳离开教室吧！

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篇二

1、理解歌词曲调表现的内容

2、学会唱歌

歌曲《小雨沙沙沙》

1、教师播放歌曲，感受歌曲

请小朋友仔细听，仔细感受，把你听到的节奏用手拍出来。

请小朋友用手拍腿，随音乐旋律拍出节奏来。

2、教师向幼儿讲述歌曲的内容，知道歌曲唱了什么。

请小朋友学会歌词《小雨沙沙沙》

春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沙沙沙



小雨在哪里？

小雨落在花园里，花儿乐得张嘴巴。

小雨落在池塘里，鱼儿开心地摇尾巴。

小雨落在田野里，苗儿乐得向上爬。

3、幼儿练习唱歌，创编动作跳舞。

幼儿在音乐活动中尝试用动作和声音表达自己的感觉。

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篇三

（1）多媒体出示动物乐园：勤劳的小猴在洗衣服，发出“刷
刷|刷刷0|”的声音。教师先请一位同学学小猴，加以褒扬后
让全体同学也来演一下小猴，边做洗衣服动作边学它的声音。

（2）多媒体出示另一画面：蠢笨的小熊在掰玉米，它一边掰
一边哼者小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请一名同学上
台模仿，然后全体同学模仿小熊的动作和歌声。

（3）媒体出示第三幅画面：小兔子坐在大树下听小熊一直唱
这几句，忍不住叫了起来：“我也会唱，让我来接下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师：“让我们一起来学小兔子
唱”。同学跟着小兔唱。

（4）老师把刚才小动物唱的小曲记录下来，如屏幕所示，要
求大家运用刚学的“柯尔文”手势，边练手势边唱歌谱。教
师带一遍后分小组自由练习，再请音乐素质较高的同学来做
小老师，带全班同学一起练，小老师可竞争上岗，随时调换。

研讨：歌曲处置中加入“刷刷|刷刷0|”的伴奏，能使音响更
立体化，通过学小猴子的动作、声音，既调动了同学的学习



兴趣又为后面的教学做好了准备。把识谱练习先分散（学小
熊、小兔的歌声）再集中（边打手势边唱旋律，使同学对这
几个唱名的音高概念有更只管和感性的认识）。竞争上岗当
小老师能调动同学参与音乐活动的积极性。

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的

1、通过对歌曲的学习、理解和想象，体会歌曲所表现的春的
意境。

2、启发和引导学生运用多种艺术手段表现春天的美丽，多角
度地对学生进行综合艺术的启迪。

3、让学生在在感受、表现和创造中了解、喜爱春天，从而更
加热爱生活。

二、教学准备

1、《春雨蒙蒙地下》录音带、歌曲《小雨沙沙》录音带。

2、塑料袋若干。

3、沙球、圆舞板等打击乐器。

4、自制打击乐器材料（空易拉罐、沙子、胶布等）。

三、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伴随着《春雨蒙蒙地下》的音乐进教室，在教师的带领下
做律动。



2、师生问好。

（二）、新课教学

1、师：小朋友，我们刚才欣赏的优美的歌曲是《春雨蒙蒙地
下》。春雨蒙蒙地下着，河边的杨柳喝了甜甜的春雨，长出
了嫩绿的叶子；果园里的桃树喝了甜甜的春雨，开出了美丽
的花朵；就连泥土里的小种子也在春雨里高兴地说着话。小
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2、播放配乐朗诵。

3、师：小种子说的话可真好听，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4、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5、师：有位作曲家为小种子的'话配上了音乐，就变成了好
听的歌曲。

6、教师弹琴范唱。

7、教唱歌曲。领唱、接口唱、齐唱。

8、师：春天的小雨发出的声音是怎样的？（沙沙沙）

9、教师出示沙球、圆舞板等打击乐器以及旧报纸、塑料袋。
问：请小朋友们猜一猜，老师这里的一些材料，哪些能够模
仿小雨的声音。

10、请个别学生演示。

11、出示自制的易拉罐打击乐器，轻轻地摇，让学生猜猜里
面装的是什么，并请猜对的学生做小老师，教大家自制打击
乐器。



12、师：今天我们要用这些材料来演一演《小雨沙沙》。教
师把学生分成若干组，帮助确定角色，并分发道具。（个别
同学表演下雨、男同学模仿小雨的声音、女同学拿绿领结
演“种子”。）（背景音乐《小雨沙沙》）

13、师：小种子喝足了雨水，已经长出来，变成了小苗苗，
可我们的黑板上却还看不到它们的影子，请同学们来帮助老
师画上去吧。（学生依次画小苗苗，下面的学生唱歌。）

（三）、小结

春天是美丽的季节，是播种的季节，人们都说“一年之计在
于春”，让我们在春天播下理想的种子，为了美好的明天而
努力吧。

（四）、师生告别。（音乐《小雨沙沙》）

中班音乐小雨沙沙教案及反思篇五

（一）知识与技能：

1、理解歌词，能演唱歌曲。

2、能通过肢体动作进行大胆表现。

（二）过程与方法：

1、由种子娃娃导入，看视频激发幼儿认知兴趣。

2、通过展示图片，讲述故事引导幼儿理解歌词，观看儿歌动
画和听教师范唱，引导幼儿学唱歌曲。

3、鼓励幼儿有肢体动作大胆表现“小雨沙沙”“种子发
芽”“出土”“长大”等。



4、鼓励幼儿勇敢上台演唱歌曲。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引导幼儿欣赏歌曲，感受歌曲优美的旋律。

理解歌词，能演唱歌曲。

尝试用肢体动作大胆表现歌曲内容。

图谱五张（种子生长过程）儿歌动画视频。

多媒体展示法示范法整体跟唱法表演法。

（一）播放视频，导入。

1、师：春天来了，睡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种子娃娃，终于醒过
来了。你们瞧，它来了！（出示图片一）种子娃娃高兴吗？
因为种子娃娃刚刚看了一段有趣的动画片，我们也来看看吧。
（播放视频）

2、提问：春雨往下落的时候，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它给谁
洗澡了？

（二）理解歌词，感受旋律及节奏。

1、讲故事，借助图片理解歌词。

2、播放儿歌动画，初步感受旋律及节奏。

3、提问：歌曲了的小雨发出了什么声音？谁在说话？说了什
么？种子为什么喜欢小雨呢？

4、师：这首歌真好听，我也好想唱给大家听一听。（教师随
钢琴范唱歌曲一次）



5、鼓励幼儿随琴声一起学唱歌曲。

（三）鼓励幼儿用肢体动作大胆表现歌曲。

1、师：《小雨沙沙》这首歌好听吗？我们一起来学学小雨沙
沙，种子说话，种子发芽、出土、长大的动作吧！

2、指名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小雨沙沙，种子说话、发芽、出
土、长大。

3、播放旋律，请全体幼儿随音乐用肢体动作大胆表现。

4、指几名表现突出的幼儿上台展示。

（四）活动延伸：请小朋友下午回家给爸爸妈妈表演唱《小
雨沙沙》。

《小雨沙沙》是本册教材主题四中的一个音乐活动。《小雨
沙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儿童歌曲，它是以春雨为素材，引
发出种子的生长离不开雨露的主题。乐曲的旋律轻盈、活泼，
流畅。根据中班幼儿认知特点，我将本次活动的重点确定
为“理解歌词，学唱歌曲”，难点确定为“用肢体动作大胆
表现歌曲”。由于进度跳跃，教材前后衔接出现断层，中班
孩子的生活经验匮乏，对于种子需要雨露的滋润才能发芽、
出土、长大这一自然常识并不了解。因此，在引导幼儿“理
解歌词”环节，我借助了五副生动而形象的图片，通过“讲
述故事”的形式比较直观地让幼儿感知到种子的生长过程，
从而帮助他们理解了歌词内容。紧接着，我播放了两次充满
童趣的歌曲动画，让幼儿在轻松、美妙的视听环境中，初步
感知了歌曲旋律及节奏，激发了他们学唱歌曲的期望。这首
歌短小简练，充满童趣，幼儿易唱易记。在活动中我淡化了
教学环节，以听唱为主，打破老师教幼儿唱的模式，并用鼓
励的语言激发幼儿的自信心，让他们大胆演唱。在最后
的“用肢体动作表现歌曲”环节，我充分发挥孩子的表现力，



请他们自由创编动作，并大胆上前展示给大家，将活动推向
了高潮。但也存在出多不足：如教学设计缺乏新意，少了亮
点。一节好课，需要更多新鲜的、不同于常规的切入模式，
而不是墨守成规，只有打破常规，走出自己的新路，才能促
进自身的成长。我的这节课显然不是，孩子们在热热闹闹的
学唱、创编环节中也仅仅学会了歌曲，用简单的肢体动作表
现歌曲。而对于小雨滋润种子发芽，种子开心长大这一自然
现象没有情感体验，更谈不上用感情来演唱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