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通
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篇一

1、感受歌曲风趣、活泼的情绪，享受歌唱活动的快乐。

2、借助图谱学唱歌曲，尝试创编动作来表现茶壶的形象。

白板课件一份，小茶壶头饰等。

（一）观看课件，引出主题。

1、“今天，我们小3班来了一位小客人，看，它是谁？”
（小茶壶）

“我们来听一听小动画里是怎么介绍小茶壶的。”“小茶壶
好玩吗？”

2、“恩，真是一只神奇的小茶壶，它呀不仅会变魔术，它还
会唱歌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二）欣赏歌曲，掌握歌词。

1、欣赏歌曲一遍（电脑），提问：

“小茶壶它唱了什么？”（幼儿说到什么，教师就出示相应
的歌词图谱，并学念歌词）



2、边看图谱边欣赏歌曲（教师）

*“小茶壶呀唱得真好听，老师呀也想来唱一下，请你们边听
边想它每一句唱了几遍。”（教师把图谱补充完整）

*“请你们边看着图谱边跟着琴声唱一遍。”

（三）学习歌曲，创编动作。

1、“你们想不想也来当小茶壶，来唱一唱。你能用身体动作
来表示壶柄和嘴吗？”（幼儿歌唱一遍）

2、“刚才老师看到一些小朋友表演的把手和壶嘴很可爱，小
茶壶不是会变魔术吗，谁再来变个魔术，变出不同姿势的把
手和壶嘴，好吗？” （表扬创编动作的幼儿）

3、“我们的小茶壶变了这么多不同的造型，我们来请这些小
茶壶给大家表演。”（请个别幼儿歌唱第二遍）

（四）游戏活动，大胆表演。

1、“好，小茶壶休息一下。哎，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来当
小茶壶，我来当茶杯。你们一边唱一边表演，唱得好听的，
我就知道你的水烧开了。注意哦，倡导最后一句冲茶啦，你
的茶壶姿态保持不动，我就来喝你的茶，你再来倒给我
喝。”

2、师幼进行游戏。

3、小茶壶们，水都倒完了，我们去加点水好吗？（结束离开）

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篇二

一、导入活动。



1．师：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有什么变化？树叶宝宝是怎样
从大树妈妈身上下来的？谁来学一学。

2．师：树叶宝宝离开了妈妈飘呀飘呀会落在哪里呢？小朋友
猜猜看？

二、引导幼儿理解散文内容。

1．师：今天老师给你们讲一篇散文，你们来听听树叶宝宝都
飘落到哪里了。

（师讲散文，并做一些动作，感情要丰富，夸张）

2．师：树叶分别落到了什么地方？哪些小动物来了？它们是
怎么过来的？

（师在幼儿的回答时出示图片并做动作表示，引导幼儿）

三、再次欣赏散文。

利用散文图片或配套挂图，教师完整地讲述散文一遍。

四、游戏：秋叶飘。

师边说散文，边手拿落叶飘洒，幼儿学小动物并能简单的说
出。

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篇三

听说游戏就是一听一说，听说游戏是通过一听一说，将语言
学习的重点内容转化为游戏规则，扩展幼儿词汇的一种语言
教育活动，教师通过语言引导孩子游戏的活动。

《3—6岁儿童发展指南》中强调要培养儿童的听与表达。学



会描述实物的主要特征，从音乐入手培养幼儿学习音乐的兴
趣，利用身体动作帮助孩子感知和认识节奏，使幼儿”大胆
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大班听说游戏《小青蛙》

1.引导幼儿结合图片，了解小青蛙的外形特征。

让幼儿学学小青蛙的叫声，

2初步学习儿歌，鼓励幼儿跟随老师学说儿歌,并用身体语言
表达儿歌内容。

3.愿意参与活动在游戏中体验活动乐趣。

ppt 道具小青蛙 音乐

2.让幼儿和老师一起学学小青蛙”呱呱”的叫声。

1.教师出示儿歌主题图，让幼儿边看图边听老师讲故事（通
过故事让幼儿认识小青蛙简单的外形特征。了解小青蛙喜欢
吃害虫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

2.教师出示青蛙图，请小朋友仔细观察一下，说说小青蛙是
什么样子的。

1.教师范读儿歌。让幼儿仔细听后，请小朋友跟老师一起说
儿歌。

2.请幼儿先跟着儿歌自由编动作跳舞，然后再跟老师边说儿
歌便做相应的动作。

我们认识了小青蛙那我们现在把它画出来送给爸爸妈妈好吗？

小朋友，我们今天知道了小青蛙有一双圆圆的眼睛，穿着一



身漂亮的绿衣裳还有一条长长的舌头，专门吃害虫，它是我
们的好朋友。

小朋友们再见

反思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由于环节设计的合理紧凑，且学习
内容本身很吸引孩子，学习的儿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很容
易表达，这也增加了知识面简单了解青蛙，也为后来幼儿在
自由创编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
《小青蛙》语言形式简单，利于幼儿表达情感对音乐感兴趣，
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

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篇四

雨是幼儿感知、观察过的自然现象,利用幼儿对雨的初步认识
来学习乐曲中的节奏，起到了对新知识的铺垫和孕育的作用，
从而使幼儿能更深入的理解和学习本次活动中的乐曲节奏。

1、让幼儿初步感知复合节奏，并能用两种不同节奏进行演唱。

2 、了解一些自然界常识，发展幼儿的唱歌水平。

3、 培养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体验合作带来的快
乐。

能够正确的唱出歌曲的节奏。

了解复合节奏。

1、 导入

2、 创设情景

1、欣赏歌曲



2 、练节奏

(1)、 大雨节奏

(2)、 小雨节奏

(3) 复合节奏

3 、演唱歌曲

(1) 、游戏:开城门

(2)、 大雨的歌.

(3) 、小雨的歌.

幼儿在歌舞表演中结束。

学习音乐节奏对于幼儿来说是枯燥的，我将节奏融入到有情
境的音乐城中，调动了幼儿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在进入音
乐城之前，完成了节奏训练，学会了区分两种不同的节奏，
解决了本次活动的重点、难点问题，让幼儿在积极参与音乐
活动中，体验了合作带来的.快乐，顺利完成教育目标。

中班音乐教案小红帽附反思篇五

一、导入：

创设游戏化情境，幼儿跟随音乐做热身律动。

二.、展开：

1、教师讲述《小老鼠和泡泡糖》的故事

教师有声有色地讲述音乐情节中得故事，使幼儿对音乐内容



有所感知与了解。

故事内容：

有一只小老鼠，在妈妈睡午觉的时候，悄悄地溜出去玩。它
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到了
草地上，小老鼠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粘糊糊的东西。它不知道
这是泡泡糖，于是赶紧用手去拽，呀！泡泡糖又黏到了手上，
它用另一只手去拽，又黏到了另一只手上，拽来拽去，泡泡
糖像根绳子一样把小老鼠捆了起来。这时，一只猫冲了过来，
小老鼠像个球似的滚回了家去了。

2、引导幼儿探索表现小老鼠的动作

（1）师：小老鼠跑出去玩，它是怎么跑的呀？

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在座位上做动作。

（2）提问：小老鼠跑到草地上玩，它踩到了什么？

泡泡糖小朋友都吃过，泡泡糖是很粘的，它要是粘在了身上，
可是不容易弄下来的，小老鼠踩到泡泡糖是怎样做的？我们
一起来学一学。

3、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做动作。

4.、幼儿自主探索泡泡糖黏在身上的动作

教师及时指导，引导幼儿夸张的把动作表现出来。

5.、请一名幼儿与教师合作表演泡泡糖粘到身体不同部位后
拽泡泡糖。

师：老师手上也粘到了一个泡泡糖，谁想来和老师一起玩一
玩？



6.、幼儿分组练习动作。

幼儿之间合作做动作，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规范动作并
引导幼儿夸张的表现出来。

7.、播放音乐，引导幼儿初步感受音乐

师：现在请小朋友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就是告诉我们小老
鼠和泡泡糖的故事，请你们在座位上按故事情节把它表现出
来吧。

8.、跟随音乐，师幼共同表演音乐游戏

（1）第一遍：幼儿与教师一同听音乐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
跟随音乐的节拍，并把拽泡泡糖然后又弹回来的动作夸张地
表现出来。

（2）第二遍：教师提醒幼儿在游戏中注意，泡泡糖弹回来时
可粘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如：胳膊上、腿上、脚上、脸上。

（3）第三遍：教师一边放音乐，一边讲故事，并加上猫咪冲
出来的情节，增加活动的趣味性。猫咪出现后，教师带领幼
儿连忙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