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 幼儿园音乐教
案(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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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一

1.从儿歌中感受秋风，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秋叶的认识。

2.能用自然的`声音有感情的朗诵儿歌。

1.课件-秋叶

2.幼儿用绘画纸，蜡笔。

1.出示一幅秋叶图

启发幼儿回忆已有的秋的生活经验。

2.欣赏儿歌-秋叶

提问:儿歌里说了什么?

(提示幼儿试着用儿歌里的话说)

3.全班幼儿跟随老师念儿歌,

教师可利用肢体动作，帮助幼儿熟记儿歌。

兼顾全体幼儿基本会朗诵。



4.让幼儿戴上头饰,扮演秋风,随配乐朗诵《秋叶》,

师幼共同表演,动作根据儿歌自编。

《秋叶》

秋叶跟着秋风，

悄悄溜出家门。

秋风吹口哨，

秋叶把舞跳。

转转转，转上天，

摇摇摇，摇下地。

累坏了，躺在地上睡一觉。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二

１、能边看节奏图边进行演奏，培养节奏感。

２、使幼儿能用节奏乐表现对春天的'感受。

若干三角铁、小铃、木鱼、沙球、节奏图、录音机、磁带活
动过程：

１、听录音机欣赏歌曲《春天》，感受曲子优美抒情的特点。

２、出示节奏卡，让幼儿集体练习节奏卡上的节奏型。

３、分声部徒手练习后，再分组练习四种乐器的节奏型。



４、出示节奏图，让幼儿观察，哪个是三角铁的节奏？哪个
是木鱼的节奏？

哪个是小铃的节奏？

５、请幼儿边看节奏图，边持乐器进行演奏。

６、放录音，幼儿伴随音乐合奏数遍。

７、指出不足之处，让幼儿再次练习。

８、小结幼儿上课情况，结束。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三

1、能随乐曲的节拍做手腕转动的动作。

2、能用表情和动作表现出摘果子的愉快心情。

3、通过摘果子，体验劳动的快乐，知道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
的事情。

二、活动准备

《拍手转腕》音乐律动，果农摘果子视频，果实丰收图片，
音乐《摘果子》。

三、活动过程

（一）音乐律动热身，谈话导入。

1、播放《拍手转腕》音乐律动，幼儿随音乐做律动进入教室。

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随着音乐动起来吧！



2、谈话导入活动。

大家表现的真棒，现在请坐下来，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
“秋天来了，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你知道果园里哪些果子
成熟了吗？苹果、桃，小朋友们知道肥城最有名的水果是什
么吗？桃子，肥城又被称为桃都，我们的肥桃远近闻名，很
多人都来我们肥城品尝肥桃呢，现在肥桃和其他果子都成熟
了，农民伯伯肯定忙坏了，我们一起去帮农民伯伯摘果子吧！
好，你会摘果子吗？怎么摘？你来试一下，你来。

（二）观看果农民伯伯摘果子视频，学习摘果子动作。

1、播放果农摘果子视频，激发幼儿“摘果子”的兴趣，学习
摘果子。

观看视频后讨论：农民伯伯怎么摘果子？这样摘，你来试一
下，转动手腕，小手腕要转一下，为什么要转一下手腕？这
样会很容易摘下果子，不会破坏果枝，我们一起试一下，教
师巡视，你的小手腕转的真漂亮，伸出手儿转一下，红红的
苹果摘下来！伸出手儿，转一下，甜甜的梨儿摘下来，伸出
手转一下，香香的桃子摘下来！我们随着音乐一起来转转手
腕摘果子吧，播放音乐，教师幼儿一起做一遍，你学会了吗，
自己来试一下吧！摘了这么多果子放在哪里呢？放在筐里，
篮子里，你想怎么拿筐/篮子，提着，挎着，背着。现在拿好
你的筐准备摘果子了。教师巡视，你是背着，你是拎着，你
是抱着。我们开始吧！播放音乐，。好大的果子，转转转转，
摘四次，间奏，小跑步换地方，我们来这边摘，这边的果子
好多，转转转转。

我的筐装满了，你的满了吗？我来看一看，教师巡视，摘了
满满一筐果子你高兴吗？高兴，高兴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笑
一笑，你笑的真甜，跳一跳，拍拍手，小朋友们的表现方式
真多，高兴我们来拍拍手，我们随音乐来庆祝丰收的喜悦吧！
再来一次。我们学会了摘果子，现在来摘自己喜欢的果子吧！



播放音乐，你摘的什么果子/摘四次，转转转转，摘满了/做
筐满了动作四次，真高兴/拍四次手；我们换棵果树吧，好大
的果子呀/摘四次，转转转转，加油/摘四次，我的筐满了/做
筐满了动作四次，太棒了/拍四次手。

2、摘不同位置的果子。我们摘了上面的果子，我们还可以摘
哪个位置的果子呢？摘下面的，/老师蹲下来我们来摘下面的，
还可以摘哪个位置的果子？摘前面的/演示摘前面的，摘后面
的/演示摘后面的，演示摘旁边的，我们一起来摘不同位置的
果子吧！播放音乐，上面两次，下面两次，前面两次，后面
两次，旁边各两次，筐满了四次，真高兴转圈。重复一次。

3、同伴合作摘果子。两人或三人或更多人一起摘果子。现在
轻轻把筐放地上，摘果子快乐吗？快乐。劳动真快乐！刚刚
我们摘果子时，自己拿着筐，自己摘果子。我们可以和小伙
伴一起合作摘果子吗？可以，现在找个小伙伴一起摘果子吧！
你们两个怎么合作？谁摘果子，谁拿筐？现在拿筐的小朋友
准备好，摘果子的.小朋友也准备好。播放音乐，我们一起来
摘果子吧，老师和一组小朋友合作，你拿筐吗？好，我们两
个摘，/或者老师在整个场地走动帮大家摘果子。你摘的什么
果子，摘了那个位置的果子。筐满了，真高兴/两个人击掌。
两个人换一下，你来摘果子，他来抱筐。一起合作真愉快！
现在老师来抱一个这么大的筐，小朋友都来摘果子吧！播放
音乐，你的小手转的真漂亮，你摘的什么果子，你摘了那个
位置的果子，远处的果树上有颗好大的果子，转转手腕，把
它摘下来吧，小朋友们真能干，摘了这么多的果子，老师抱
不动了，我们一起把它搬到中间庆祝一下吧！互相击掌庆祝！

（三）创编动作，丰富表现。

1、讨论：摘果子时除了这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

老师自然蹲下，摘了这么多果子，我都流汗了，现在来擦擦
汗/擦一下，甩一下，你也来擦擦汗吧，你怎么擦汗？我这样



擦，我们摘果子时也可以加上擦汗的动作，谁想来试一下，
好，你来吧！播放一半音乐，一个孩子表演，其他孩子打节
拍。太棒了，我们摘果子时还可以加什么动作？好你来试一
下，大约3个孩子表演。

2、播放乐曲，鼓励幼儿随乐曲节奏表演创编动作。

（四）教师谈话，知道帮助别人很快乐，体验劳动后的喜悦。

小朋友们，你们帮助农民伯伯摘果子，农民伯伯高兴吗？高
兴，你高兴吗？高兴。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以
后要做一个爱帮助别人的好孩子。今天小朋友们为农民伯伯
摘了这么多果子，为了感谢大家，农民伯伯给小朋友们送来
了好吃的果子，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去分享吧！好，教师带幼
儿随音乐离开活动室。

三．相关字卡：“拔、洗、切、炒、萝卜谣”。

一．引题。

1．师：“昨天刘老师到小兔家玩，给小兔拍了几张照片，请
小朋友一起来看一看，说一说照片上的小兔在干什么？”

2．引导幼儿依次观察五幅图片，并说说小兔在干什么？教师
根据幼儿回答进行小结。

3．师：“那让我们请出小兔子，让它自己来告诉我们好吗？
我们一起说‘小兔子，快出来’。

4．出示一张小兔。

二．理解儿歌内容。

1．教师扮演小兔指着第一张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我在拔萝
卜，拔萝卜，拔拔拔。”



2．师：“刚才小兔是怎么说的？”请幼儿学说，教师同时出
示字卡：拔。

3．师：“那拔萝卜的动作是怎么做的`，谁来做一下？”请
幼儿表现动作并结合念儿歌句子。

（小兔依次介绍图片，教师结合字卡和幼儿跟读、动作创编
引导幼儿理解内容。方法同上）

三．学念儿歌。

1．师：“老师把这五张照片的内容编成了一首好听的儿歌，
给它起名字叫：萝卜谣。（出示字卡：萝卜谣，引导幼儿跟
念）

2．教师示范念儿歌一遍。（念完后贴出一碗萝卜）

3．幼儿根据照片提示念儿歌一遍。（念完后贴出一碗萝卜）

4．师生加动作念儿歌一遍。（念完后贴出一碗萝卜）

四．念儿歌炒萝卜。

2．请个别幼儿念儿歌（念一次贴出一碗萝卜）。

3．师：“我们多念几次儿歌还可以把萝卜送给爸爸、妈妈和
自己的好朋友呢？让我们加油吧。”再请幼儿念儿歌，念完
后赠送一碗萝卜。

五．活动结束。

师：“我们小朋友互相念儿歌炒萝卜吧！”

附儿歌：萝卜谣



拔萝卜，拔萝卜，拔拔拔，

洗萝卜，洗萝卜，洗洗洗，

切萝卜，切萝卜，切切切，

炒萝卜，炒萝卜，炒炒炒，

吃萝卜，吃萝卜，吃吃吃．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四

1、通过歌曲问答感受劳动号子的音乐节拍与旋律。

2、念读秋天的.水果蔬菜名训练节奏，并尝试用各种乐器进
行合奏。

3、体验奥尔夫音乐活动的乐趣。

音乐、乐器、蔬菜水果

一、出示绘本，情境导入

二、语言与歌唱

1、引导幼儿用语言来形容绘本的内容

提问：*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样的季节果实成熟了？农民伯伯都要去劳动了?

2、幼儿学念“嘿呦嘿呦嗬”

3、师幼演唱



教师领唱每乐句前两小节，幼儿合唱后两小节

三、队形与律动

师幼跟着歌曲做摘果子的动作

重点：引导幼儿利用上下左右的空间意识进行律动

四、蔬果语词练习

教师出示水果

重点：引导幼儿配合语词节奏念读水果名称

五、乐器演奏

教师出示蔬菜，分发乐器

*师幼配合语词节奏念读蔬菜名称

*引导幼儿拿乐器按照语词节奏进行合奏

六、结束活动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五

55|3—|55|3—|55|3—|56|5—|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
来

11|1---|161|5---|5553|2123|1---|10||

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1学唱歌曲，能按照歌曲内容做动作



2、喜欢玩音乐游戏，感受共同游戏的快乐

纸偶老鼠，歌曲《小老鼠上灯台》

1、小小老鼠。出示老鼠纸偶，操作老鼠说：“认识我吗？还
记得我的儿歌吗？”利用纸偶老鼠与幼儿进行互动交
流。“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哦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哦！”

2、我们一起当小老鼠吧，带领幼儿在《小老鼠上灯台》的音
乐伴奏下，学小老鼠的动作，发出吱·吱的叫声，引导幼儿
了解小老鼠的特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吱吱’，
我们一起玩好不好”（此处利用肢体语言）“吱吱”

3、学唱歌曲，操纵纸偶说：“我唱个老鼠歌给你们听。好不
好？吱吱。演唱歌曲，引起幼儿对歌曲的兴趣。（接下来,我
们一起来扮演小老鼠唱歌好不好，好啦!

现在跟着我一起念：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
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

4、带领幼儿听音乐小声哼唱，完整地演唱歌曲。

5、玩音乐游戏，幼儿熟悉歌曲。玩音乐游戏。全体幼儿围成
一个圆圈，

随老师按游戏玩法左动作玩游戏。

游戏玩法：前奏时一部分幼儿进入圈里，1---2小节，圈内的
鱼幼儿

学小老鼠的样子，随音乐自由做动作，3---4小节，教师带领
圈上的幼儿跑到圈里，各拍一个小朋友的肩膀。、5---6小节，
小老鼠追逐拍自己肩膀的`幼儿。

让幼儿课后回家给父母演唱+表演这首歌曲。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六

今天，我执教了音乐活动《拍大麦》的第二教时，活动后与
吴颖颖老师进行活动后的交流，吴老师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
让我收获很多，以下就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第二教时中我的目标定位在：初步学习为乐曲设计出打击
乐配器方案，能集中注意力看指挥进行演奏，体验合作的乐
趣。这个目标不是很具体，结合这个乐曲的特点，xx xx︳xx xo︳
这是一个难点，这个节奏比较快后面还有空拍，所以幼儿可
能有时不能很好的控制，就可以把这一难点体现在目标中。
此外，在演奏方面也要有一些目标，可以把目标2中的能集中
注意力演奏改为：尝试有表情的演奏乐器。这样目标细化以
后，操作起来更加有针对性。

在活动中我引导幼儿说说自己配乐的方法。如：红色、黄色、
红色部分的.节

奏，分别可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为什么这样配乐？幼儿由
于看到小椅子下面摆放的乐器，幼儿又是坐成三组，所以幼
儿就按照老师摆放的乐器来为乐曲配乐，这里可能无意中给
孩子一种暗示。其实，老师可以把三种小乐器分类摆放在后
面的桌子上。幼儿说完自己的配器方案后，在按照自己的喜
爱，选择乐器为乐曲配乐。这样幼儿可能会自发的去配乐，
更加体现幼儿的自主性。

在每次上歌唱活动中，我们都会给幼儿多次欣赏音乐的机会，
所以幼儿能较

好的感受歌曲的节奏和旋律。那么在打击乐活动中，也要给
幼儿倾听同伴为乐曲伴奏的机会。在活动中，我把过多的精
力都放在引导幼儿看图谱打节奏上，在每一次用乐器伴奏时，
提出一些改进的提示。孩子们在演奏的时也只是关注于我的
乐器怎么打，图谱上有没有轮到我来伴奏，而没有机会去倾



听用乐器伴奏的效果。其实，可以请部分幼儿来演奏，部分
幼儿做观众来听，大家再说说演奏的怎么样？哪里需要改进？
在相互倾听的过程中，就为幼儿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从
而也感受到自己在伴奏时的效果，这样的倾听为后面的分组
完整演奏提供了经验。

在实际的教学中，开展歌唱活动时，我会引导幼儿有表情的
演唱歌曲，而在演奏乐器配乐时我却忽视了这一点。为什么
电视上有些人演奏时大家喜欢看，就是因为他们在演奏时将
情感、动作也投入进去，所以很吸引人。《拍大麦》这首乐
曲是很欢快的，所以在演奏的时教师也要引导幼儿有表情的
来演奏，体现乐曲中农民伯伯拍麦子时的喜悦心情。如：脸
部的表情、身上有些轻微的动作。这样幼儿在演奏时就能更
好的将乐曲的情感展现出来。

在开展活动中，我们也要给幼儿一些经验的积累，为以后类
似的活动提供经验迁移的机会。同样在开展打击乐活动中，
老师通常都会设计图谱，并用小乐器来配乐。如：可以引导
幼儿观察这个乐曲为什么这样配乐，有什么规律？教师提升、
总结相关的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幼儿就知道怎样来解
决了。教师要教会幼儿一种学习的方法，看图谱的方法、配
乐的方法等。

相信在不断的学习、总结中，自己在教学方面会有更大的进
步。

幼儿园音乐活动教案篇七

1.引导幼儿用动作和歌声来表示歌曲的力度，速度的变化。

2.引导幼儿体验活动的乐趣。

音乐磁带，一把钉锤。



一、出示钉锤。

1.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了，这是钉
锤，钉锤有很多的用途，你们能说一说吗？”

2.老师模仿使用钉锤的动作。

二、学唱歌曲。

2、 欣赏歌曲两遍。

3.请小朋友们说说歌曲中的乔尼是怎么用钉锤干活的。

5.请幼儿想想该怎么替换歌词，教师可以提示和帮助。

6.引导幼儿演唱歌曲的音量可从弱逐渐加强，或是演唱速度
可由慢逐段加快。

三、幼儿尝试歌表演。

2.启发幼儿大胆为歌曲创编动作。

3.引导幼儿讨论如何用动作表现逐渐增多的钉锤。

4.教师引导幼儿并带领幼儿边听音乐边做动作。

5.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决定表演的次数。

四、延伸活动。

请幼儿回家教爸爸妈妈做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