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 音乐教案
－会唱歌的乐(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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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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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篇一

活动目标：

1、尝试用自己的身体来发出声音，体验“身体唱歌”的乐趣。

2、能在简单的音乐中按节奏发出声音。

3、能主动探索周围各种各样的声音。

活动重难点：

重点：尝试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声音。

难点：能在简单的音乐中按节奏发出声音。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歌曲导入：《我的身体》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吗？表演《我的身
体》。

提问：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知道了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头、肩、胸、腰、腿、膝盖、小手、手指头、小脚、脚趾
头）

2、弹琴唱《找部位》

那我们现在来玩个找部位的游戏好吗？我来问，小朋友来回
答，并赶紧用小手把他指出来。

二、寻找身上的声音

1、探索小手发出的声音。

师：“小朋友，你们可真棒呀！能用小手指出我们身体的这
么多部位！现在请你们闭上眼睛，仔细听！”幼儿闭眼，教
师拍手。

师：“听到什么声音了？”

幼：“拍手的声音。”

师：“这种声音是老师拍身体的.哪一部分发出来的？”

幼：“拍手。”

师：“老师拍手可以发出声音来，你们拍拍自己的小手，能
发出声音吗？”

引导幼儿能用正确的方法拍手：掌心对掌心，手指对手指。

2、探索身体不同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

师：“小朋友，刚才我们用手拍出了好听的声音，现在大家
想一想我们还能用身体的哪个部位发出声音呢？”

3、请2—3名幼儿演示自己寻找的声音。“想好了吗？谁来表



演一下？”（及时表扬）

4、教师跟着幼儿，模仿一些滑稽的声音，如嘴唇开合发出的
声音，捏住鼻子发出的声音，左右脚交替的声音，用嘴发出
的声音等。

5、小结：原来我们的身体能够发出这么多有趣的声音。

三、读谱配音

1、可是啊，刚才小朋友一起发出那么多的声音，我都听不清
楚了。那为了使我们发出的声音更好听，老师有一个办法。

出示图谱，按节奏分别念一念，边有节奏地跟念边用手打击
身体。

2那用我们学到的这种方法试试，看看是不是很好听。

3、在《库奇奇》的音乐中用身体表演。

现在就让我们用身体来唱歌吧！

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篇二

设计意图：

本活动选自《幼儿园建构式课程指导》小班下册的《奇妙的
声音》主题。原教材目标定位更侧重于尝试用自己的身体发
出声音，体验身体唱歌的乐趣。以玩身体为主，而在我自己
对教材的分析与反思后，我认为可以尝试让小班下学期的幼
儿在感受音乐玩音乐的同时发展培养节奏感。在演奏中不但
能够体验滑稽幽默的身体演奏，还能提高幼儿对节奏把握的
能力，于此同时还能发展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真正做到全
身总动员的练习效果。



活动目标：

1．在动感的音乐中感受敲击身体发出声音的愉悦感。

2．尝试用自己的身体来发出声音，能根据简单的图谱进行身
体演奏。

3．培养初步看图演奏的习惯，提高对节奏的把握能力。

活动准备：节奏谱、图谱、一段节奏感较强的音乐。

活动重难点：能积极用自己的身体来发出声音，并且在引导
下能根据简单的图谱进行身体演奏。

活动过程：——播放进场音乐

一、寻找身上的声音

1.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是谁在唱歌欢迎我们呢？

师：对了，是小手在唱歌欢迎我们。

师：我们的小手和小手拍一拍会唱歌，那我们身体的其他地
方会唱歌吗？请你试一试。

2.幼儿自由探索让身体唱歌。

师：小结，原来我们的身体会唱那么多好听的歌，鼻子、嘴
唇、嘴巴、脚…

3．请个别幼儿示范。

师：请你到前面来让大家看看你是用身体的哪里唱歌呢？

——你们的身体真厉害，但是我觉得就这样乱七八糟的唱歌



不好听，方老师准备了一个节奏谱，让身体跟着它唱歌就会
变得整齐好听了。

二、我的身体会唱歌

1．出示简单节奏谱。（xx/x）。

2．你知道这个节奏谱怎么拍吗？请1-2人试试，播放正确节
奏。（现在你知道这个节奏怎么拍了吗，一起来试试吧）

3．师：刚才我们用小手唱了这个节奏，可以用身体其他地方
唱一唱吗？请个别幼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唱一唱”节奏。

4．集体自主根据节奏演奏（看节奏谱）；

三、身体演奏会

1.师做指挥家，尝试演奏分男女进行。

（1）女生拍手，男生跺脚。

（2）女生（亲吻声），男生（嘴巴突突突）。

2．结束：我们的身体都会唱歌，那么我们身体上面还有什么
地方可以唱歌呢，我们回去找找下次再来演奏好吗！

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做做、玩玩、说说，探索出罐头会唱歌的秘密。

2、培养幼儿乐于探索，勇于表达的兴趣。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重难点：

重点：通过活动，探索出罐头宝宝能唱歌的.秘密。

难点：了解罐头宝宝发出声音的大小与投放的东西多少有关。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认识颜色

1游戏导入

认识颜色

2、教师出示罐头宝宝：看，我带来了什么？

师：我的罐头宝宝会唱歌，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罐头，
真好玩，摇一下，唱一下，摇两下，唱两下，我的本领真正
大。

师：小罐头好玩吗？想不想和罐头宝宝一起玩呀？

师：瞧！那儿还有许多罐头，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些什么颜色
的罐头宝宝？

教师请幼儿每人拿一个说说自己拿了什么颜色的罐头宝宝。

二、引导探索、尝试配对



1、进行游戏，发现问题

引导探索

尝试配对

教师提问：

（1）、请你们摇摇手里的罐头宝宝，听听你们的罐头宝宝会
唱歌吗？

（2）、为什么不会唱歌？

（3）、想想用什么办法能让罐头宝宝唱起歌来？

2、出示豆子，进行配对

教师提问：

（1）、我给罐头宝宝们准备了好东西，你们看看是什么？

（2）、你们谁能找出和你手里的罐头宝宝一样颜色的豆豆？

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区别声音大小

师：听听你们的罐头宝宝们发出的声音一样吗？

幼儿比较后回答。

教师检验结果，并进行小结：在罐头宝宝里放的东西少，声
音就响，东西多声音就闷。

三、匹配帽子、感受快乐



幼儿集体想办法。

探索玩法

感受快乐

2、出示各色形状的“帽子”：你们想的办法都很好，今天老
师给它们准备了许多小帽子，请你们找出和你的罐头宝宝一
样颜色的帽子给它戴上，戴的时候要响亮的对你的罐头宝宝
说一句话：我给你戴上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帽子。

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带领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和罐头宝宝一起唱歌。

活动反思：

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原动力，幼儿只有有了兴趣才能产生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的愿望。爱好音乐是人的天性，有趣的音乐
活动能激起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其产生愉快的情绪，充分发
挥想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感受和创造。

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篇四

活动由来：

最近几天，孩子们在游戏活动的时候，总喜欢去表演区玩打
击乐。这天，支雨晨一只手拿着串铃，一只手拿着铃鼓，他
摇了一下串铃，然后藏在背后，问其他小朋友：“什么乐器
响了？”有的小朋友说：“串铃，串铃。”有的说：“不对，
我听着是铃鼓。”“串铃的声音小，铃鼓声音大”“撞钟的
声音和这个也不一样”“我还能听出钢琴的声音呢。”“我
姐姐还会弹电子琴呢”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许多种
乐器名称，孩子们对这个话题兴趣很大，他们渴望了解更多



的关于乐器知识，于是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制定了“会唱歌的
乐器”的探究性主题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各种形式让幼儿了解常见乐器的名称，明确乐器的分
类。分辨乐器的声音。

2、鼓励幼儿大胆演奏，感受合作的乐趣。

3、愿意跟随教师和音乐在老师的引导下用自然、连贯的声音
唱歌，情绪愉快地参加音乐活动。

4、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问题板块：

1、什么乐器会唱歌？

2、它们长的一样吗？

3、乐器怎么唱歌的？

主题壁报:

1、常见乐器图片。

2、介绍各种乐器的'光盘。

各区域游戏相关内容：

美工区：投放各种废旧材料，供幼儿制作小乐器。

表演区：投放各种打击乐器、录音机。



图书区：印有各种乐器的图片的书籍。

家园合作:

1、请家长带领幼儿听一场音乐会，并带来照片。

2、请幼儿和家长一起制作一件小乐器带来，放在表演区供幼
儿演奏。

3、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有关乐器的资料。

资源利用:

请乐团的幼儿家长，带来各种乐器实物供幼儿感知，并请他
们实地演奏乐器，供幼儿欣赏。

教学反思：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幼儿园教案会唱歌的瓶子篇五

学生生理、心理日趋成熟，参与的意识和交往的愿望增强，
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增多，在学习上形成自己的初步经验，
表达情感的方式比小学阶段有明显变化。应通过多种形式的
艺术实践活动，巩固和提高表现音乐的基本技能。扩大音乐
欣赏的范围，更有意识地将音乐的人文内涵融入教学
中。7～9年级学生正值变声期，要适当减少唱歌的数量要求，
注意嗓音保护。

增进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使学生关注并乐于参与音乐活动。



提高音乐感受与评价鉴赏的能力，初步养成良好的音乐欣赏
习惯。

发展表现音乐的能力。丰富和提高艺术想像和创造力。培养
丰富的生活情趣和乐观的态度，增进群体意识，锻炼合作与
协调能力。

【学情分析】

七年级孩子特点

学生进入初中后，便同时进入了人生的青春期，也进入了变
声期，不愿开口唱，特别是较高音的歌曲感到很困难，男同
学特别明显，女同学虽然不受变声的限制，但青春期的女同
学略带羞涩，也不太敢表现自己，但学生的思维活跃、创新
意识强、模仿能力强，很多同学表面说不敢出来展示，但他
内心是很想的，所以老师要鼓励，给学生更多自我展示的平
台，利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来弥补对唱歌的不足。

【教学内容】

（一）聆听《鳟鱼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的教学基本要求

1.先熟悉歌曲《鳟鱼》。《鳟鱼钢琴五重奏》是根据歌曲
《鳟鱼》创作的，歌曲《鳟鱼》是一首有故事情节、形象鲜
明的艺术歌曲。在欣赏之前，可让学生试着先唱一唱歌曲
《鳟鱼》（或者仅唱歌曲的开头部分），再聆听歌曲《鳟鱼》
的演唱录音，使他们熟悉音乐的主题，对歌曲塑造的形象有
所了解。

2.聆听《鳟鱼钢琴五重奏》引导学生认真听辨音乐各段在乐
器、音色和其他音乐要素方面的变化，并关注由此带来的音
乐情绪的变化，着重于对乐曲音乐形象的感知和乐曲情绪的
体验，切忌把音乐讲解得过于具体。



（二）学习《摇篮曲》教学基本要求

1、完整聆听乐曲，让学生感受歌曲的情绪、力度、速度。给
摇篮曲的特点作个初步的定位。

2、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强调学生的声音要轻柔、给人摇晃的感
觉，还要把歌曲中表现母亲对孩子的温柔和婉转的装饰音掌
握好，把摇篮曲的特点充分地在歌曲中表现出来。

3、把歌曲中的难点：如附点四分音符、休止符、装饰音、弱
起小节等融入到歌曲的学习之中。

4、请学生在演唱歌曲时模仿抱宝宝、哄宝宝睡觉的摇晃动作。
让学生自由发挥，可以在自己的座位周围或坐、或站、或自
由稍走动。

5、听辨几种不同体裁的歌曲片段，让同学们听一听哪首是属
于摇篮曲体裁的歌曲。起到加强巩固的作用。

【课时安排】

本课可安排两课时完成。第一课时学唱歌曲《摇篮曲》；第
二课时聆听钢琴五重奏《鳟鱼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教学目标】

1、能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和优美抒情的情绪演唱勃拉姆斯的
《摇篮曲》。

2、聆听并能够熟悉《鳟鱼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的主题旋律，
感受、体验乐曲的音乐情绪及风格特点。

【教学重点】

1、准确唱好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同时感受并体验摇篮曲



音乐体裁的特点。

2、聆听《鳟鱼钢琴五重奏》引导学生认真听辨音乐各段在乐
器、音色和其他音乐要素方面的变化，并关注由此带来的音
乐情绪的变化，感知乐曲的音乐形象和体验乐曲的情绪。

【教学难点】

1、感知乐曲的音乐形象和体验乐曲的情绪。

2、了解变奏曲式、变奏手法等相关知识

3、摇篮曲的风格特点的把握；

4、用轻声高位的声音来演唱歌曲，并能较好地把情感表达出
来

【教学策略】

1、本课采用情境教学、游戏教学法、演示教学、练习教学和
创作教

学法。

设计有趣的活动展现给学生生动、具体的形象或以形象为主
体构成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拓展思维
想象力。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游戏活动、听辨等活动
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的情境之中。

2、教师将自主学习成为课堂的'主要部分。

在教学中处处体现师生之间的平等意识，给予学生学习的空
间，教师的设问要有利于学生思考、主动去学习。而不是简
单的要求，避免在教学中发生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学习地位的
局面。把“要我学”变“我要学”。



3、直观教学：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师的示范等方式，让学生
直观地观察、欣赏。在新课讲解过程中，从生活出发，将教
学与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熟悉的事物紧密结合，抓住学
生“好奇”的心理特征去引导，创设最佳的学习情景，运用
各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手法，引起学生对新知识的好奇，诱发
学生的求知欲，从而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学生的艺术
个性和创新潜能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开发。

【教材分析】

（一）《摇篮曲》

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是一首民歌风格的歌曲，作于1868年。
它通过强弱拍节奏的起伏，来塑造摇篮摆动的形象，曲调优
美抒情，语气安详平缓，情绪亲切、温柔、恬静，细腻地勾
画出一幅母亲对孩子亲切祝福的动人画面。听来使我们仿佛
看到一位母亲坐在摇篮旁边，用手晃动摇篮，以亲切的语气，
唱着催眠的歌曲，表达了人类最崇高的感情――母亲对孩子
慈祥的爱，也使我们感受到和平、幸福和温馨的生活气息。

歌曲用f大调。单二部曲式。全曲由两个乐段构成，方整性结
构。

第一乐段（第1――8小节）包括两个乐句：

第一乐句（第1――4小节），其中又可分为两个乐节；

第二乐句（第5――8小节）也可分为两个乐节。

第二乐段（第9――16小节）同样包括两个乐句：

第一乐句（第9――12小节）其中也可分为两个乐节；

第二乐句（第13――16小节）其中同样可分为两个乐节。



这首歌虽为四分三拍，但作曲家巧妙地从第三拍起音，把节
奏进行了细致的改变，将节拍的舞曲性格化为内在的韵律，
使音乐更富于徐缓的叙事语气，而适于词义。

作者简介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欧洲浪漫乐
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欧洲音乐文化史上，他曾与巴赫、
贝多芬齐名，被称作“德国三b”（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为b），
由此可见他在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勃拉姆斯是一位热爱民族音乐、追求古典精神的作曲家，主
要作品有交响曲、协奏曲、弦乐四重奏、钢琴小提琴奏鸣曲
及合唱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力图维护德奥的传统，和同时代
的作曲家相比，他追求内在的感情和深刻的表现，反对浮华
的表面效果，风格质朴、严峻，作品富有哲理性。他继承传
统，汲取浪漫主义的精华，写出有创造性的、有个性的、表
达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成为19世纪下半
叶德国音乐文化中的杰出代表。

勃拉姆斯一生从未间断过艺术歌曲的创作，数量最多并最有
影响的是抒情歌曲和民歌改编曲（近两百首）。它们直接继
承了舒伯特和舒曼的艺术歌曲的传统，感情真挚朴实，声乐
和钢琴部分结合完美。他记录整理所完成的《德意志民歌集》
是他对德奥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

附：在演唱《摇篮曲》时让学生模仿母亲抱宝宝、哄宝宝睡
觉的动作，可用手上的音乐书作为道具，书本放在左手臂弯
里，左手架起，稍高些，第一乐段右手按节奏做拍宝宝的动
作，第二乐段双手做摇晃的动作；可以坐下也可以站立来完
成以上的动作，也可以第一条歌词时坐着来完成动作，第二
条歌词时站立来完成。也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

（二）《鳟鱼钢琴五重奏》



《鳟鱼》是舒伯特18根据诗人舒巴尔特的浪漫诗创作的一首
艺术歌曲。它以叙述式的手法向人们揭示了善良和单纯往往
被虚诈和邪恶所害，借对小鳟鱼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了作
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迫害者的憎恶，是一首寓意深刻的作品。

《a大调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继歌曲《鳟鱼》问世两年后应
朋友之邀创作的一部室内乐作品。全曲共分为五个乐章。因
其中第四乐章用歌曲《鳟鱼》音乐主题写成，故又称其为
《鳟鱼五重奏》。在这部作品里舒伯特运用了器乐的各种特
点和多种变奏手法，将歌曲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和描述。

主题：轻快活泼，由以小提琴为主的弦乐器奏出，表现了小
鳟鱼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形象，弦乐器和谐的伴奏正是祥
和的体现。

a1：主题移高八度进行。钢琴明亮的音色，弦乐器六连音的琶
音伴奏，表现了小鳟鱼在清澈的水中欢快嬉戏、悠然自得的
情境。

a2：由中提琴和大提琴奏出，钢琴像回声一样地与之遥相呼应。
小提琴时而级进，时而用琶音上下流动，描绘了小鳟鱼在水
中游动的另一番情境。

a3：主题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钢琴以三十二分音符作急
速变奏，小提琴和中提琴以痉挛似的节奏使音乐变得激动起
来，给人以一种不祥之感。

a4：主题由d大调转为同名小调d小调，节奏上有较大的变动。
它一开始就用了ff的强音由弦乐和钢琴一起奏出，使人感到小
鳟鱼遭到不幸。

a5：由大提琴奏出悲痛凄凉的主题，旋律在大小调之间游动着，
表现了对小鳟鱼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忧伤。



终曲：主题在小提琴及其他各声部上重新出现，钢琴又奏起
了鳟鱼的“固定音型”，音乐又恢复到了开始的那种明快、
清澈、透明的音乐形象，预示着苦难终将过去，欢乐必将到
来。

作者简介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欧洲浪漫乐派的代表
人物之一。从小随父亲学音乐，很早便显示出他在音乐创作
方面的特殊才能。由于生活贫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
苦闷和压抑的情绪。但他又从不愿依附于权贵，所以始终没
能改变他的艰难处境，年仅31岁就在贫困中离开了人世。在
短短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遍了不同体裁的大量音乐作
品，其中包括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9部交响曲、19首弦
乐四重奏和22首钢琴奏鸣曲等。

歌曲是舒伯特有特殊成就的创作领域。他用席勒、歌德等诗
人的作品写了大量的歌曲，把诗歌与音乐紧密地结合起来，
用富有表现力的旋律与和声来表现诗的意境。在舒伯特的歌
曲中，钢琴不仅对旋律起陪衬作用，而且是创造特定意境的
一种重要手段，有些甚至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他创作的歌曲
不仅数量多，而且极具艺术性，许多歌曲都成为广泛流传的
民歌，因而被人们称为“歌曲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