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 爷爷为我打月
饼音乐教案(大全8篇)

教案需要不断进行反思和修正，以适应学生发展和教学实践
的需要。这些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
绩的提升。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一

１、使幼儿知道歌曲的名称，并且能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绪。

２、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３、加深幼儿对我国民族节日的理解，培养幼儿的爱国情感。

1、老红军打坏蛋的故事。

2、打月饼的图片。

3、音乐磁带；

4、相关课件

一、谈话回忆经验。

师：你们知道什么节日要到了？

中秋节要吃什么食物？月饼是什么形状的？味道如何？

二、欣赏歌曲，播放电脑音乐。

1、你听到了什么？

2、幼儿学唱第一段。



3、倾听第二段

问：爷爷是做什么的？

教师讲述老红军打坏蛋的故事，教育幼儿热爱老一辈革命家。

4、幼儿学唱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体会爷爷对孩子的
一片深情。

5、完整地演唱歌曲，辅以动作表演。

三、视频课件欣赏歌曲，进一步理解歌曲内涵，培养幼儿的
爱国情感。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二

活动过程：

1.老师：”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我们生活在
今天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爷爷为我打月饼》的歌是甜
蜜、温馨的'，中秋节的月饼是香香的，小朋友个个都是幸福
的。

2.小朋友欣赏老师示范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3.随老师有节奏的朗读歌词。

4.学唱全曲，辅导小朋友唱准歌曲中的音符、节奏，体验节
日的快乐，用歌声表达愉快的情感。

提示：

老师可以为小朋友讲一些关于月饼的传说，以此丰富小朋友
的常识。



(第三课：爷爷为我打月饼)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三

１．知道歌曲的名称，并且能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绪。

２．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爷爷为我打月饼》mp3，音箱。

一、谈话回忆经验。

师：你们知道什么节日要到了？

师：中秋节要吃什么食物？月饼是什么形状的？味道如何？

二、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1、完整欣赏歌曲，熟悉歌词

师：你听到了什么？

师：爷爷什么时候为我打月饼呀？打出来的月饼是什么样的？

2、幼儿学说歌词

幼儿边听旋律，边说歌词。

3．幼儿学唱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体会爷爷对孩子
的`一片深情。

学唱第一段。

对幼儿学唱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



练习三四遍后，请个别幼儿演唱第一段。

学唱第二段。

学习两遍后，请幼儿完整演唱歌曲，采用小组演唱、男女对
唱、个别表演等形式，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创编表演动作。

师：我们来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演这首歌曲呢？

创编好动作后，集体表演。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四

１．知道歌曲的名称，并且能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绪。

２．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爷爷为我打月饼》mp3,音箱.

一、谈话回忆经验。

师：你们知道什么节日要到了？

师：中秋节要吃什么食物？月饼是什么形状的？味道如何？

二、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1.完整欣赏歌曲，熟悉歌词

师：你听到了什么？

师：爷爷什么时候为我打月饼呀？打出来的月饼是什么样的？



2.幼儿学说歌词

幼儿边听旋律，边说歌词。

3．幼儿学唱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体会爷爷对孩子的
一片深情。

学唱第一段

对幼儿学唱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

练习三四遍后，请个别幼儿演唱第一段。

学唱第二段

学习两遍后，请幼儿完整演唱歌曲，采用小组演唱、男女对
唱、个别表演等形式，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创编表演动作

师：我们来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演这首歌曲呢？

创编好动作后，集体表演。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五

１．知道歌曲的名称，并且能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绪。

２．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爷爷为我打月饼》mp3,音箱.

一、谈话回忆经验。

师：你们知道什么节日要到了？



师：中秋节要吃什么食物？月饼是什么形状的？味道如何？

二、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1.完整欣赏歌曲，熟悉歌词

师：你听到了什么？

师：爷爷什么时候为我打月饼呀？打出来的月饼是什么样的？

2.幼儿学说歌词

幼儿边听旋律，边说歌词。

3．幼儿学唱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体会爷爷对孩子的
一片深情。

学唱第一段

对幼儿学唱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

练习三四遍后，请个别幼儿演唱第一段。

学唱第二段

学习两遍后，请幼儿完整演唱歌曲，采用小组演唱、男女对
唱、个别表演等形式，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创编表演动作

师：我们来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演这首歌曲呢？

创编好动作后，集体表演。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六

主要涉及领域：艺术

1．欣赏歌曲，初步理解、感受歌曲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

2．尝试用声音、动作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歌曲的理解。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1．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的录音磁带、录音机。

2．情景表演：《爷爷和我一起过中秋》。

1．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指导语：听完这首歌曲，有什么感觉？

2．再次欣赏歌曲，初步感受歌曲的内容。

指导语：歌曲里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再仔细地听一听。

3．边看表演边听歌曲，进一步理解歌曲的内容。（引导幼儿
感受表演中爷爷对宝宝的关爱情感。）

4．尝试用声音、动作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歌曲的感受。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知识，锻炼了动手能力的
想象力，更让他们感受的我们的传统节日的浓浓的节日气氛！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七

1、学唱歌曲，感受歌曲的抒情性质，注意休止符的停顿。



2、通过歌曲，了解与中秋节有关的风俗。

3、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4、借助已有经验、图片和老师的提问，理解并记忆歌词。

能表现歌曲的抒情性。

演唱时注意歌曲中的停顿

音乐《爷爷为我打月饼》、课件与图片（见加密狗）

一、引入活动

（一）复习部分

复习歌曲《大中国》，让幼儿有精神地唱出声势。

（二）、讨论：中秋节

1、提问：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吃月饼吗？（中秋节）

2、提问：那你们知道中秋节除了要吃月饼外，还有什么和其
他节日不一样的.地方呢？

小结：中秋节，全家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

3、教师播放课件【视频欣赏一】，让幼儿了解有关中秋节的
习俗

二、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一）、教师弹琴，幼儿欣赏。

小结：这首歌曲舒缓优美，歌词充满对爷爷的爱，是非常抒



情的歌曲。

2、提问：歌曲里你听到了什么？

教师总结歌词

（二）、学唱歌曲

1、教师弹歌曲旋律部分，幼儿跟随拍旋律节奏

1）有节奏的拍腿

2）有节奏地拍手

2、幼儿跟随钢琴有节奏地边拍手边念歌词

3、演唱歌曲

重点指导：注意休止符停顿部分，用舒缓的声音演唱

1）集体演唱

2）个别幼儿演唱

三、延伸活动

1、播放课件【故事欣赏】嫦娥奔月，了解中秋节的来历。

2、播放课件【视频欣赏二】，了解月饼的制作过程。

这是一首活泼、欢快的歌曲。整个活动中，层层递进，生动
感人，启发幼儿积极投入。谈话的方式引入中秋节，农历八
月十五是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让孩子们亲身置
身于过中秋节的情景之中。让幼儿讨论：中秋节有哪些风俗？
最喜欢吃什么？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也是本次活动



的可取之处。

在教唱歌曲的过程中，主要以幼儿模仿学习为主，充分体现
了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只重点教唱难唱准的句子。表
演部分，基本交给幼儿自己完成，自己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
演，我比较喜欢用这种让幼儿自由发挥的方式培养幼儿的表
演能力和自信心。感悟了音乐的情绪与情感，享受到了和谐
声音的美妙。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觉得要上好一个活动，老师要通过各种
手段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让活动起到更好的。效果。

爷爷为我打月饼教案大班篇八

１．知道歌曲的名称，并且能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绪。

２．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爷爷为我打月饼》mp3，音箱。

一、谈话回忆经验。

师：你们知道什么节日要到了？

师：中秋节要吃什么食物？月饼是什么形状的？味道如何？

二、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1、完整欣赏歌曲，熟悉歌词

师：你听到了什么？

师：爷爷什么时候为我打月饼呀？打出来的月饼是什么样的？



2、幼儿学说歌词

幼儿边听旋律，边说歌词。

3．幼儿学唱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体会爷爷对孩子的
一片深情。

学唱第一段。

对幼儿学唱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

练习三四遍后，请个别幼儿演唱第一段。

学唱第二段。

学习两遍后，请幼儿完整演唱歌曲，采用小组演唱、男女对
唱、个别表演等形式，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创编表演动作。

师：我们来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演这首歌曲呢？

创编好动作后，集体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