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感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会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初步养成有条理整理事物的习惯。

2、初步感知分类的意义，通过操作学会按数量分类。

3、培养幼儿积极探索的精神和观察、分析、比较的能力。

4、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发展幼儿思维的敏捷性、逻辑性。

5、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课件、录象、操作图片、小动物图片、小房子、实物若干、
玩具柜、数字卡片

活动过程：

一、游戏“一家人”复习巩固数字

师：你有家，我有家，我们都有一个家。小朋友，我们玩一
个一家人的游戏呀?老师先说游戏规则。



游戏：“你有家，我有家，我们都有一个家;数一数，拉一拉，
我们几个是一家。”念完儿歌，幼儿赶紧找到相应数目的小
朋友手拉手站在圆圈内。(教师说10以内的数量)

师：小朋友一家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你们想不想知道小熊一
家在做什么?

二、幼儿通过看课件，初步感知按数量分类的意义

2、幼儿动手操作各种分法后汇报自己是怎么分的。

3、师幼共同观看课件中小熊的分法，说一说小熊是怎么分
的?

4、教师小结：小熊是按数量分类的，就是把数量相同的物体
放到一起。

三、通过操作游戏巩固按数量分类

1、游戏：“送小动物回家”

(2)教师说游戏规则：请小朋友数一数小动物的只数，有几只
小动物就送到几号房子里，每个小朋友只许选择一种小动物。
(教师提醒幼儿要数准小动物的数量后，在把他们送回家。)

(3)幼儿集体游戏

(4)师：你把小动物送到哪座房子里了?为什么?

2、游戏：“娃娃家超市”

(2)幼儿分组操作，教师巡视指导。

(3)教师与幼儿一起总结分类情况。



3、扩展：按其他标准分类

(1)师：小朋友，你去过超市吗?超市里的物品是怎么摆放的?

(2)幼：把吃的分一类，把玩的分一类……

(3)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超市的录象，看看录象中的物品是
怎么摆放的?

4、教师小结：超市里的东西可以按种类、用途、颜色等标准
分类，这样摆放可以方便顾客买东西，看起来也比较整齐。

5、幼儿按照自定标准把物品重新分类。

6、分好后，幼儿分组完娃娃家超市游戏。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预防感冒的基本知识，知道生病时配合医生治疗。

2.懂得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增减衣服。

3.喜欢参与运动，感受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感。

活动重点：

了解预防感冒的基本知识。

活动难点：

能够区分出预防感冒的正确和错误的做法。

活动准备：



1.幼儿了解感冒的相关知识。

2《小猪生病了》故事课件。

3.预防感冒的图片若干、自制小药箱2个、太空棒2个。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今天老师见到中班的小朋友真开心，你们开心吗?我们一起认
识一位新朋友，看看它的心情怎样。

二、观察故事图片并讨论小猪生病的原因

(1)教师讲故事，知道天冷时要及时穿外套。

提问：你觉得小猪这样穿可以吗?为什么?谁来劝劝小猪?

(2)继续讲故事，懂得要按时睡觉。

(3)说说小猪打喷嚏、流鼻涕的原因。

小猪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小结:我们一定要记住天冷时要及时穿外套，养成每天按时睡
觉的好习惯。

三、知道感冒了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提问：如果你是小猪，你会打针吗?为什么?

小结：生病时要配合医生做治疗，身体才会好起来。

四、说说预防感冒的方法



1.说说你知道的预防感冒的方法。

2.看图说说预防感冒的方法，并将图片分类整理。

(1)两组幼儿分别从两个药箱取图片。

(2)幼儿讨论理解图片上预防感冒的方法。

(3)幼儿将手中的图片分类张贴。

(4)说说图片上预防感冒的方法。

提问：你们觉得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图片?为什么?

(5)引导幼儿区分预防感冒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

五、游戏《打地鼠》

(1)热身运动

(2)幼儿做地鼠，不停地做蹲起的动作。教师手拿太空棒打地
鼠。

(3)游戏重复进行，邀请一名幼儿和教师一起打地鼠。

(4)说说运动后的感觉。

提问：运动之后你的心情怎样?

运动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

小结：运动能让我们心情舒畅、能减肥、能让我们长高，让
我们身体变得强壮，最重要的是能预防感冒。

(4)说说自己知道的其他运动方式



(5)放松活动

六、活动延伸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篇三

年龄：中班

活动目标：1.欣赏歌曲“大声唱歌”，尝试分辨歌声中音色
的强弱。

2.能用肢体动作及相应乐器表现歌中角色声音的变化。

活动准备：1.歌曲中的角色图片。

2.乐器

活动过程：

一、听歌曲，找角色。

1.大家一起来唱歌

说说歌中的角色并模仿它们分别发出的声音。（教师将幼儿
找到的角色图片贴于黑板上）

2.听听找找少了谁？ 幼儿欣赏歌曲后将没有说到的角色加以
补充。

（教师帮助将对应的角色图片贴于黑板）

二、分角色，辨声音。

1.幼儿听辨角色唱歌声音的大小。



幼儿欣赏音乐后根据歌中角色唱歌大小声音进行归类。

2.师生共同验证角色大小声音归类正确性。

幼儿听着音乐听听、唱唱、学学动物们唱歌，并加以验证。

3.课件演示

探索角色唱歌的节奏型。

4.分组对唱

幼儿分组用动作、声音表现角色大声的和小声唱歌的角色。

三、乐器一起来唱歌

1.听声音，猜乐器。

教师逐一敲击乐器，请幼儿说出乐器的名称。

2.个别幼儿探索操作乐器表现声音强弱。

教师：找一找你想用什么乐器表现角色的大声和小声唱歌，
如何表现？

3.小组合作尝试演奏

4.集体合作用乐器表现歌曲“大声唱歌”。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能够正确理解并掌握7以内的序数，并从不同角度准确感
知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2、初步了解日常生活中门牌号码的作用。

3、能够认真地在数学活动中进行探索学习，并感受成功的快
乐。

活动准备：

1、教师示范用不同的房子(有七间房子的平房一座：每间房
里分别贴好七种小动物图片，七张动物图片;高七层、每层只
有一个房间的高楼一座;高七层、每层有四间房子的高楼一座、
其中一间里面贴好老师照片)。

2、幼儿学具：1-7数字卡若干、空白卡片(后面贴好双面胶)，
一张写好门牌号码的大卡片。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引起幼儿探索兴趣

2、游戏：“小动物们的新家”，理解7以内序数(从左往右)
出示七间房子的平房图片

师：这幢房子里一共有几个房间?(带领幼儿一起点数)这七个
房间里分别住着七只小动物，你们想知道都是谁吗?(出示动
物图片，图片后有相应数字)小兔子住在从左往右数的第一间
房子里，是哪一间呢?请幼儿上来找，并敲开房门，检验结果。
(用同样的方法逐一敲开房门，发现里面的小动物。)

3、游戏：“你家住几楼”，继续理解掌握7以内的序数(从下
往上)

(出示七层楼的高楼图片)师：这是一幢高楼，一共有几层
呢?(带领幼儿一起点数)

(出示写好1—7的数字卡片，后有双面胶)请幼儿拿出自己所



住楼层的数字卡片，并贴在相应的楼层里。

幼儿贴好后带领全体幼儿一起检查结果，错的及时更正

师：你们想不想到刘老师家去做客呢?(出示高七层、每层有
四间房子的高楼图片)这幢房子和刚才那幢房子有什么不
同?(带领幼儿一起点数楼层数及每层的房间数，注意从下往
上、从左往右数)

(出示写有房号的卡片)师：这是刘老师家的门牌号码，你们
能找到刘老师的家吗?

引导幼儿主动探索，探索后教师小结：门牌号码的第一个数
字代表的是第几层，后面的数字代表的是第几间，如702就是
第七层的第二间。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别人家去做客，就要
问清楚他家的门牌号码，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的家了。

5、巩固从不同角度确定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听课老师说出来后，教师将房号记在卡片上，并请幼儿寻找
相应房间并贴好

6、师：告诉小朋友一个秘密，我们中二班的门上也有一个门
牌号码，你们想知道是多少吗?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跟老师们
再见!(离开活动室，结束活动)

幼儿园中班餐前唱歌活动教案篇五

中班音乐：青蛙唱歌（课例解读）

（本课程为优质课，有配套视频，完整教案。）

设计意图：



音乐是一个丰富的整体，它由音高、节奏、力度、旋律等多
种元素组成。活动中多种音乐元素多样地呈现，它们不仅是
交融的，更是递进的。对于一个音乐活动来说，它的意义并
不在于教给孩子一首歌曲，或者一个节奏，而是让孩子真正
体验和感受歌唱的快乐、歌唱的魅力。

《青蛙唱歌》这首歌曲的旋律源于一部电影《河东狮吼》的
插曲：“来来，我是一颗菠菜，来来来„„”原作改编自“康
康舞曲”。由于这首曲子欢快诙谐，让人听了有一种不由自
主想要跟着哼唱的渲染力，但最后一小节的节奏和音域跨度
对于中班幼儿来讲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
动，使它变得更为规整，以适应中班幼儿的歌唱特点。

活动的重点是让孩子们尝试用高低不同的声音进行歌唱，但
是当我们把音乐呈现在孩子面前是应该是多样的、多元的。
比如：“荷叶和风”看似一个韵律游戏，但它的背景音乐运
用的是歌曲的旋律，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熟悉旋律，为后
面的歌唱埋下伏笔，这是一个显性目标。而它的隐性目标则
在于聆听高音区轻柔舒缓的音乐和低音区快速强劲的音乐，
感受音乐的高低变化，通过多通道感官的共同参与，让幼儿
体验音乐变化和身体动作之间的联系，为幼儿今后对音乐的
表达表现积累经验。再如：“青蛙的叫声”，这首歌曲的旋
律不难，但歌词中连续的“呱呱呱„„”对于中班幼儿来说在
歌唱的咬字和吐字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出现歌曲
前先让幼儿想象青蛙不同的叫声，在富有变化的叫声中不仅
使孩子们的咬字清晰，更提升了幼儿的节奏这一艺术技能。
更重要的是，将青蛙叫声与我们人类的语言这两者之间产生
互动联想，不仅赋予了节奏以活力，更拉近了动物与我们人
类的距离，引发幼儿关注动物与我们人类相似的地方，多角
度的理解动物与人的关系。

活动目标：

1、感受音乐的高低、快慢变化，尝试用不同的声音、速度、



肢体动作等大胆表现所体验到的动物（青蛙）与事物（风、
荷叶），表现小青蛙和老青蛙。

2、想象青蛙的叫声，乐意用语言节奏创造性地表现。

重点：尝试用不同的声音、速度快乐地歌唱，表现老青蛙和
小青蛙。

难点：乐意用语言节奏创造性地想象并表现青蛙的叫声。

活动准备：

1、大荷叶一张（能容纳进行活动的幼儿）

2、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一、感受音乐的高低变化，尝试韵律游戏：荷叶和风。

1、发现荷叶：

——“小朋友，你们看，这会是什么？我们一起把它打开
吧！”

——“荷叶长在什么地方？如果一阵风吹来，荷叶会怎么
样？”

2、倾听高音区轻柔舒缓的音乐——游戏：小风和荷叶

——“听！风来了，你觉得这是一阵怎样的风呢？”

——“当轻轻的风吹来，荷叶会怎么样呢？”

3、倾听低音区快速强烈的音乐——游戏：大风和荷叶



——“又有一阵风吹来了，听！这又是一阵怎样的风呢？”

——“当大风吹来时，荷叶又会怎么样呢？”

4、强弱不同的音乐交替进行——游戏：会变的风和荷叶

——“风会变吗？仔细听音乐里的风是怎么变的？”

——“风停了，荷叶怎么样了？”

二、想象青蛙的叫声，用不同的声音表现小青蛙和老青蛙。

1、经验再现：小青蛙。

——“谁最喜欢荷叶？”（青蛙）

——“小青蛙是长得怎样的？”（唱唱跳跳：歌曲《小青
蛙》）

——“小青蛙是什么能手呢？”（试着轻轻跳到荷叶上）

2、想象青蛙的各种叫声。

——“青蛙在荷叶上喜欢干什么？它是怎么叫的呢？”（尝
试不同节奏的叫声）

交流讨论：原来青蛙有那么多不同的叫声，它就象我们人一
样，不一样的叫声就好象在说不一样的话。如：

“呱呱！呱呱！”（你好！你好！）

“呱呱 呱呱 呱呱 呱！”（今天我呀真高兴！）

“呱呱 呱！呱呱 呱！”（真热啊！真热啊！）



（说明：教师与幼儿即兴互动，大胆想象不同的语言节奏。）

3、媒体情境：青蛙唱歌。

? 小青蛙和小金鱼——拓展经验：谁会在水里吐泡泡？（引
出歌曲《青蛙唱歌》）

? 小青蛙和大白鹅——听听猜猜：教师即兴将自编的大白鹅
的谜语随乐曲旋律编唱。

? 小青蛙和老青蛙——试着用不同的声音歌唱，并自主选择
角色进行歌唱游戏。

三、音乐游戏：青蛙下水

1、编编唱唱：蛤蟆下水——青蛙下水。

2、唱唱玩玩：1只青蛙——2只青蛙——3只青蛙„„——许多
青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