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 大班音乐教案
及教学反思我的大鞋会唱歌(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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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辨别音乐的强弱、高低，并能用不同动作来表现对音
乐的理解感受。

2、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

3、能从音乐高低变化中区别老青蛙、小青蛙，并学习用不同
的声音来演唱，体验演唱的乐趣。

4、熟悉歌曲旋律，为歌曲创编动作。

5、通过整体欣赏音乐、图片和动作，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活动准备：

1、大“荷叶”一片，钢琴。

2、虫子一串，青蛙指偶两个。

活动过程：

1、出示荷叶，引起幼儿的兴趣。这是什么呀？哦！原来是一



片大大地、绿绿的荷叶呀，我们让她静静的躺在水面上吧！

2、倾听音乐，感受和辨别音乐的强弱。

风儿吹来，荷叶会怎样呢？听，风吹来了，是什么样的'风？

轻轻的风吹过来，荷叶怎么动（轻轻的）荷叶是轻轻的柔柔
的抖动。我们转起来，轻轻地抖起来，踮起脚尖。

又来了一阵风，是什么风？

风停啦，我们都知道风是会变的，让我们来跟着风声来变化
着抖动荷叶吧！（弹两种不同的音乐，师生共同变化抖动荷
叶。）

3、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用不同的声音区别老青
蛙、小青蛙声音的变化。

引导幼儿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幼儿能掌握踮步走、踢踏步的动作，能随音乐有节奏的舞
蹈游戏。

2、能根据歌曲内容大胆的创编动作，有表情的进行表演。

活动准备：

幼儿提前学唱歌曲，与幼儿人数相等的彩环

活动过程：



(一)与幼儿一同复习回忆歌曲内容

“前些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首《大鞋与小鞋》的歌曲，让我
们一起来唱一唱吧。”

(二)与幼儿一同学跳舞蹈

1、引导学习踢踏步、踮步走的动作

(1)学习踢踏步

小朋友，在歌曲里穿上爸爸的大鞋是怎样的?教师引导幼儿通
过拍手、跺脚的方式，掌握动作的节奏。

教师示范动作：看看我传上爸爸的大鞋是怎样的。

引导幼儿通过坐练、站练的方法掌握动作，重点帮助幼儿掌
握两脚间重心的移动。

(2)学习踮步走

穿上娃娃的小鞋是怎样的?走起路来是什么样的?教师进行示
范，引导幼儿围成圆圈练习向前、向后、转圈的动作。

2、引导幼儿根据歌曲内容创编歌曲中其它部分的动作

(1)引导幼儿边休息边欣赏一遍歌曲，思考还可以用哪些动作
进行表演。

(2)幼儿边演唱边表演，教师观察幼儿的表现。

(3)教师与幼儿共同确定表演的动作，并进行练习。

3、幼儿排成四队进行舞蹈练习



(1)引导幼儿进行舞蹈，教师针对幼儿舞蹈中的问题进行示范
引导。

(2)幼儿面对面进行舞蹈，重点引导幼儿注意舞蹈时的交流，
及动作的整齐到位。

4、引导幼儿在舞蹈基础上进行游戏

刚才我们一起跳了开心的舞蹈，现在让我们一起加入一点有
趣的.游戏吧。

(1)教师交代游戏玩法

在舞蹈结束后，孩子们进行3次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胜者原地
不动，输了的从队员的后面跑到队尾，其他队员随之调整位
置，舞蹈继续开始。

(2)幼儿练习

请一组幼儿进行尝试，幼儿集体进行练习，教师根据情况进
行引导。

(3)幼儿进行游戏舞蹈

教师与幼儿一同随音乐进行舞蹈游戏。

(三)活动延伸

鼓励幼儿将舞蹈游戏表演给其他同伴、家人欣赏，引导幼儿
根据自己的喜好继续创编动作进行舞蹈，鼓励幼儿在区角活
动中进行游戏、练习。

教学反思：

《大鞋和小鞋》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大鞋和小鞋是幼儿在生



活中常常穿着玩的，歌曲中的两段的节奏富有对比性，大鞋
和小鞋不仅外形具有对比性，而且所发出的声音也富有对比
性。在幼儿演唱歌曲的过程中，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演唱方式，
激发了幼儿演唱歌曲的兴趣，也巩固了学习的效果，体验了
合作的快乐。在这次活动在中，主要学法就是让孩子在活动
中玩得尽兴，从而引导幼儿多角度、多方向的发散思维，培
养了他们能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的能力，也发展了他们的创
新能力。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体验穿大鞋游戏的快乐。

2、感受大鞋踏出的不同声音。

3、创编出不同的节奏。

活动准备：

室外环境报纸硬纸板长凳塑料布铁筒

活动过程：

1、充分感受：引导幼儿发现穿上大鞋踏在不同物体上的会有
不同的声音，丰富幼儿的感受。

教师：看看我们脚上穿了什么样的鞋子？

幼儿：

1我穿妈妈的高跟鞋。



2我穿爸爸的大鞋。

3我穿姐姐的运动鞋。

4我穿奶奶的布鞋。

5我穿妈妈的靴子。

教师：我们穿上大鞋走走、会有什么感觉？

幼儿：

1脚上感觉非常松。

2踏起来声音很响。

3脚有些穿不稳当。

4人变高了。

5我觉得有些站不稳。

6像走在小山坡一样。

7像踮着脚尖走路。

教师：我们去踏踏周围的其它物体，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声
音？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让幼儿穿着大鞋自由活动，感受踏在周围自然环境中的物体
和教师提供的物品上时产生的声音。

教师：刚才你们踏了许多东西，谁来讲讲有什么感受。

幼儿：



1踏在铁块上，像铃铛的声音。

2踏在铁块上，像打雷的声音。

3踏在塑料袋上，像小雨的声音。

4踏在木凳上，像打鼓的声音。

5踏在大型玩具上，像地震的声音。

6踏在地砖上，像小马跑步的声音。

7踏在铁盖上，像拍巴掌的声音。

2、游戏引导

引导幼儿从声音的感受中体会不同的节奏。教师出示一面小
鼓和小朋友做游戏。

老师敲击出不同的节奏并说：“我的小鼓会唱歌”。然后小
朋友说“我的大鞋会唱歌。”并跟着小鼓踏出相同的节奏。

3、自由创编

教师：你们的大鞋会唱歌，还能不能唱出更好听的歌呢？让
幼儿去找自己的好朋友互相唱唱、听听会唱出什么不一样的.
好听的歌。

教师鼓励幼儿创编不同的节奏型。

4、兴趣延续

延续幼儿的兴趣与好奇，充分感受穿大鞋的乐趣。

教师：每个小朋友的大鞋都会唱歌，我们合在一起来唱一唱。



让我们更快乐。

引导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自己踏大鞋合着音乐，用自己喜
欢的节奏来表现。

活动点评：

幼儿的兴趣，将创编节奏这一比较单一枯燥的话题变得丰富
而有趣。教师在活动中既是积极的参与者，活动的支持者，
更是有目的的引导者。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辨别音乐的强弱、高低，并能用不同动作来表现对音
乐的.理解感受。

2、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

3、能从音乐高低变化中区别老青蛙、小青蛙，并学习用不同
的声音来演唱，体验演唱的乐趣。

4、熟悉歌曲旋律，为歌曲创编动作。

5、通过整体欣赏音乐、图片和动作，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活动准备：

1、大“荷叶”一片，钢琴。

2、虫子一串，青蛙指偶两个。

活动过程：



1、出示荷叶，引起幼儿的兴趣。这是什么呀？哦！原来是一
片大大地、绿绿的荷叶呀，我们让她静静的躺在水面上吧！

2、倾听音乐，感受和辨别音乐的强弱。

风儿吹来，荷叶会怎样呢？听，风吹来了，是什么样的风？

轻轻的风吹过来，荷叶怎么动（轻轻的）荷叶是轻轻的柔柔
的抖动。我们转起来，轻轻地抖起来，踮起脚尖。

又来了一阵风，是什么风？

风停啦，我们都知道风是会变的，让我们来跟着风声来变化
着抖动荷叶吧！（弹两种不同的音乐，师生共同变化抖动荷
叶。）

3、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用不同的声音区别老青
蛙、小青蛙声音的变化。

引导幼儿尝试用语言节奏表现青蛙的叫声。

会唱歌的车大班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体验穿大鞋游戏的快乐。

2、感受大鞋踏出的不同声音。

3、创编出不同的节奏。

4、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

活动准备：



室外环境报纸硬纸板长凳塑料布铁筒

活动过程：

一、充分感受：引导幼儿发现穿上大鞋踏在不同物体上的会
有不同的声音，丰富幼儿的感受。

教师：看看我们脚上穿了什么样的鞋子？

幼儿：

1、我穿妈妈的高跟鞋。

2、我穿爸爸的大鞋。

3、我穿姐姐的运动鞋。

4、我穿奶奶的布鞋。

5、我穿妈妈的靴子。

教师：我们穿上大鞋走走、会有什么感觉？

幼儿：

1、脚上感觉非常松。

2、踏起来声音很响。

3、脚有些穿不稳当。

4、人变高了。

5、我觉得有些站不稳。



6、像走在小山坡一样。

7、像踮着脚尖走路。

教师：我们去踏踏周围的其它物体，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声
音？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让幼儿穿着大鞋自由活动，感受踏在周围自然环境中的物体
和教师提供的物品上时产生的声音。

教师：刚才你们踏了许多东西，谁来讲讲有什么感受。

幼儿：

1、踏在铁块上，像铃铛的声音。

2、踏在铁块上，像打雷的声音。

3、踏在塑料袋上，像小雨的声音。

4、踏在木凳上，像打鼓的声音。

5、踏在大型玩具上，像地震的声音。

6、踏在地砖上，像小马跑步的声音。

7、踏在铁盖上，像拍巴掌的.声音。

二、游戏引导

引导幼儿从声音的感受中体会不同的节奏。教师出示一面小
鼓和小朋友做游戏。

老师敲击出不同的节奏并说：“我的小鼓会唱歌”。然后小
朋友说“我的大鞋会唱歌。”并跟着小鼓踏出相同的节奏。



三、自由创编

教师：你们的大鞋会唱歌，还能不能唱出更好听的歌呢？让
幼儿去找自己的好朋友互相唱唱、听听会唱出什么不一样的
好听的歌。

教师鼓励幼儿创编不同的节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