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 大班
音乐教案及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1．尝试学唱广东话歌曲，初步对广东话、广东歌曲感兴趣。

2．能有节奏地边唱歌曲，边玩猜拳游戏。

3．体验和同伴一起歌唱、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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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乐曲准备：《何家公鸡何家猜》，幼儿会演唱歌曲《大公
鸡》

2．歌曲图谱6张，公鸡图片2张，母鸡、小鸡图片各1张，房
子图片8张，石头剪刀布图片4张。

3．多媒体课件。

1.导入活动。

师幼共同演唱歌曲《大公鸡》进场。

2.范唱歌曲，激发兴趣。



（1）师：今天老师又带来了一首和“鸡”有关的歌曲，我们
一起来听一听吧

提问：这首歌曲跟我们平时听到的歌曲一样吗？ 你能听懂歌
曲里唱的是什么吗？。

（2）介绍广东

师：这是一首广东歌，是用广东话唱的。你们知道广东在哪
儿吗？

3．出示歌曲图片，并范唱、学习歌曲第一部分。

（1）师：你们能不能猜出来老师刚才唱的是什么意思？

（2）教师把歌词用普通话念一遍。

（3）看课件，学习用广东话说“真奇怪”，“望望公园里”，
“鸡”，“谁家”。

（4）教师带领幼儿看着图谱，用广东话把歌词连起来念一遍。

（5）教师加上动作范唱第一段。

（6）幼儿边看图谱边做动作演唱歌曲。

4．范唱、学习歌曲第二部分。

（1）出示图片，学习用广东话说请公鸡、母鸡、小鸡三个词。

师：广东话“鸡”叫“该”，“公该”、“母该”、“小
该” 。

（2）学做公鸡、母鸡、小鸡的动作。



（3）出示图谱，学唱歌曲第二段。

（4）完整演唱歌曲。

5．学习音乐游戏《何家公鸡何家猜》。

（1）看视频，介绍游戏规则，幼儿体验探究。

（石头剪刀布游戏，规则：两位小朋友面对面玩石头剪刀布
游戏，赢的人做公鸡的动作，输的人做母鸡的动作，如果两
个人同时出一样的话就同时做小鸡的动作）

（2）讨论：在游戏中，你是唱到歌曲的哪里是时应该出拳？

（3）体验游戏，感受游戏的快乐。

《何家公鸡何家猜》这首歌词简单、旋律欢快、充满童趣的
广东童谣，分析了乐曲结构后，我们又进一步尝试把《石头、
剪子、布》这个幼儿常玩且十分喜爱的猜拳游戏引入活动，
以歌曲为载体，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同时也让幼儿在活动中
获得音乐节奏感、合作能力的提升。

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1.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能用自然、连贯的声音表现。

2.体验多种形式演唱的快乐。

3.根据自己的经验尝试仿编乐句中的歌词。

4.能跟着节奏打节拍。

5.在进行表演时，能和同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表演。

歌曲图谱;音乐。



一、感受、理解歌曲。

1.欣赏歌曲第一遍(音频)，交流：这首歌曲听起来什么感觉?
为什么是这种感觉呢?

2.欣赏清唱第二、三遍——交流：歌曲里唱到了什么事情?为
什么是欢快的呢?一家人去玩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什么心情?
请谁来表现?(根据幼儿回答教师清唱并出示相应的图谱。)

3.清唱第四遍——按照歌词排列图谱。

4.几个乐句?

二、学唱歌曲。

1.请小指挥点图谱集体演唱。(哪里还有问题?)

2.接唱。(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

三、创编歌曲。

1.我今天陪爸爸带着全家去玩耍，在“池塘边，荷叶下”，
看见“躲着一只小青蛙”，你们跟爸爸妈妈出去玩耍还去过
哪里，看到了什么?(集体讨论—个别仿编——集体试唱)

(请个别幼儿仿编时，可以用简易图谱帮助记忆。)

2.结合仿编完整表现。(引导幼儿加上一些欢快的动作)。

1.歌曲的截选。(设计意图中具体谈到)

2.图谱的运用。这首歌曲是叙事性的，歌词里面描述的事件
通过图谱方式

呈现，直观形象，帮助幼儿不仅理解歌词，也感受歌曲的意



境，为幼儿的学习、表现搭建了很有力的支架。

3.情绪的把握。我比较注重幼儿对歌曲情绪的把握，所以在
感受阶段，我

主张让孩子们多听、仔细听，并设计了“一家人去玩是一件
怎么样的事情?”、“可以怎么表现?”等这样的问题，为的
就是引导幼儿激发、表现出歌曲的情感，也为最后的创编打
好基础。那么在实际执教过程中，我尽可能地富有激情，因
为只有我自己被音乐感动，才能感动孩子、感动大家。歌曲
很受孩子的喜欢，接唱环节兴趣浓厚，情感表现真实，师幼
互动比较有效。

但是通过展示，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1.如何使图谱更有效?因为在我的图谱中很好地展现了歌曲的
画面，但是没有呈现节奏。前面四个乐句的节奏都是统一的，
也是我在创编中要引导幼儿按照这个节奏去表现的。所以在
设计时，我想要把节奏隐含在图谱中，但是就是设计不出合
理、形象地节奏、画面相融合的图谱，纠结了好久。

2.创编是否需要在第二课时再去达成?我预设了感受、学唱和
创编三大环节，在实际执教中，时间比较紧张，而且导致前
面的感受和学唱稍微急了一点点。如果没有创编环节，我可
以将前面走得更稳固、扎实一点，对整个歌曲的把握会更好。

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1、指导学生用轻快活泼的声音演唱歌曲《包粽子》，从而表
达对江南的真挚情感，并通过对歌曲的学习，丰富有关端午
节的知识。

2、通过引导学生自编动作来表现歌曲，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满足学生的表现欲，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3、通过看、听、唱、动等音乐学习活动，让学生对江南的名
胜、民俗有一定了解，鉴赏能力有所提高。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教学重点

学会用轻快活泼的声音演唱歌曲，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创编活
动。

教学难点

1、衬词及二声部的演唱

2、吐字的清晰度

3、延长音的认识

钢琴、多媒体、打击乐器等

唱：《包粽子》

听：《紫竹调》《茉莉花》

看：江南美景、江南舞蹈

动：表现歌曲

播放《紫竹调》背景音乐，学生进入课堂。

一、创设情境

生：流传于江南地区。给人轻快、流畅的感觉。



师：是呀，《紫竹调》是一首具有浓郁江南风韵的歌曲，江
南如歌、江南如梦，江南就像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长卷，
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柔美的小调一起去江南走一走。
（播放课件）

师：感觉怎样？想说些什么？

生：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

二、导入歌曲

生：包粽子。

师：伴随着初夏的凉风、飘香的粽叶，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端午节，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包粽子，远在他乡的人
们也会回来和家人团聚，一起分享端午节的快乐，接下来就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包粽子的快乐情景。

三、新歌教学

1、初听歌曲《包粽子》 （播放课件）

课件出示问题1：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感受？

生：感觉很欢快。

课件出示问题2：哪句话最能体现民族风味？

生：最能体现民族风味的是“七不龙咚采咚采，八不龙咚采
呀”

师：你们的小耳朵真灵！跟我的节奏来读一读。

师简介衬词：“七不龙咚采咚采，八不龙咚采呀”是衬词，



它没有实在的意思，但在歌曲中具有烘托气氛，突出地方民
族风格。表现了人们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喜庆场面。

2、复听歌曲，教师范唱

听歌曲范唱，感受歌曲情绪，进一步提出要求。

师：刚才老师在哪段后面加了三角铁？

师解释，（课件出示）歌中不唱的部分叫间奏。

师：除了加上碰铃，你还可以加上什么动作？

学生创编，如加上包粽子的动作，拍手的动作，绕舌的动
作……

师：歌词有哪些还不理解？

生：汨罗江在哪？

师：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它的两岸桃红柳绿，民风淳朴，
水草肥美，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提到汨罗江，我们不
得不提到古代的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课件展示简介屈原
和端午节的来历。）

3、跟琴学唱歌曲

教师用稍慢的速度弹伴奏，学生轻轻学唱。解决吐字清晰的
难点。

4、分声部学唱

跟老师用稍快的速度分声部演唱，学生唱第一声部，教师唱
第二声部。



让自愿的学生学习第二声部，再分声部合唱二声部的地方。

师：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有困难？

生：最后的音为什么要唱那么长？

（课件出示）延长音：时值一般增长原音符时值的一半，所
以要唱五拍。寄托了人们对远在他乡的亲人的思念之情。

5、学生用轻快活泼的声音完整演唱歌曲。

6、表现歌曲

师：同学们的歌声真是太好听了！从大家的歌声中我已经感
受到那香喷喷的粽子味了，也许用歌声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对
江南的喜爱，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形式来表现歌曲呢？
（分组讨论，请同学们说一说）

生：我们想边唱边表演。

生：我们想用打击乐器给歌曲配伴奏。

教师引导学生做一做。师：你打算在哪儿加伴奏？用什么乐
器？怎样做？

小组内的同学自由结合，练习歌曲，教师巡回指导。

请小组上台表演，师生简单点评。

7．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歌曲。（播放课件）

四、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初步了解了江南的美，知道了我们的
江南水乡不仅景美，乐美，而且歌美，舞美，你们的表演也



非常精彩，从你们的创编、演唱中充分流露出你们对江南的
喜爱之情，让我们为生在江南，长在江南而感到自豪吧。

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孩子们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学习了
包粽子，既锻炼和发展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又增进幼儿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获益匪浅。

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1、让幼儿理解歌词，掌握顿音唱法并学会唱这首歌曲。

2、培养幼儿热爱并尊敬老师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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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大红花一朵

1、启发幼儿谈谈平时老师是怎样关心、爱护小朋友的。告诉
幼儿9月10日是教师节。

2、教师范唱歌曲。

3、幼儿按节奏跟念歌词，认真倾听歌曲旋律。

4、用整首跟唱法学唱歌曲，重点示范顿音唱法，要使幼儿领
会到顿音要唱的短促而有力。

5、变换各种形式让幼儿练习唱歌。

6、为让幼儿表达对老师的尊敬热爱之情，最后唱完歌。每组
推选一名幼儿为老师献花。



在活动过程中，我先播放歌曲《老师我爱您》，让幼儿在轻
柔的音乐中，请孩子们回答这首歌的名字，经过老师的引导
和提示，让孩子们回顾刚刚听过的歌，观看图片，慢慢体会，
回答出歌的名字。让孩子们记住教师节。接着，通过组织幼
儿学唱歌曲《老师我爱您》让孩子们说一说老师的工作。通
过孩子们的平时观察，发挥孩子们的总结及其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有表情的演唱，使幼儿在倾听过程中产生共鸣，从而准
确的理解了歌曲要表达的情感、内容，这个过程也是音乐欣
赏的过程。教师边弹旋律，边说歌词，幼儿跟教师一起有节
奏的朗诵歌词。通过歌曲的学唱，培养幼儿的表现力和幼儿
的创造力.本次活动的重点应放在通过对优美乐曲的感受，让
孩子加深对教师节的认识，同时让幼儿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
热爱和敬意。

小鸟小鸟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现在搞双创活动，孩子们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洒水车在洒水
洗马路，结合孩子的生活经验，加上洒水车又是我们常见的
一种交通工具，幼儿喜欢扮演洒水车，玩洒水车的游戏，同
时为了让幼儿更好的感受音乐、了解洒水车，我组织了这节
音乐游戏《洒水车》。《洒水车》这首音乐节奏欢快，歌词
浅显易懂，我让幼儿直观的欣赏音乐化了的洒水车，让音乐
和动作充分融合，让幼儿更好的深入到游戏之中。

1.喜欢玩音乐游戏，愿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2.遵守游戏规则，能听辨乐曲曲式及特定音效，随着音乐变
化变换动作进行游戏。

3.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1、会唱《洒水车》

2、《洒水车》音乐、环形马路场地、洒水车头饰、洒水道具

一、第一次游戏

1、能听音乐玩游戏，初步了解游戏规则。

倾听音乐，讲解各段音乐游戏玩法，并让幼儿练习各段音乐
的游戏玩法

2、开始游戏

配班教师扮演洒水车，教师带领幼儿一起玩游戏

基本玩法：

幼儿扮演路人，教师扮演洒水车，路人要穿过有洒水车的马
路，到公园去玩耍，音乐前半部分两者做一样的动作，当音
乐到洒水车洒水时，洒水车洒水，路人躲避洒水车穿过马路
（低音时，洒水车向高高的远处洒水，路人要蹲下来编程小
矮人通过；高音时，洒水车向低处洒水，路人要跳起来通过；
特效音时，洒水车向周围洒水，路人要立马摆一个造型定住，
没有摆好造型定住的路人要躲避洒水车一次。）幼儿扮演洒
水车反复游戏。

游戏进行三遍。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倾听、感受音乐，在参与中了解游戏规
则，熟悉游戏基本玩法。

评价重点：幼儿能否听辨音乐，做出相应的动作和造型。



二、第二次游戏

玩法：变换各段音乐的顺序，幼儿根据音乐做出相应动作。
训练幼儿听辨音乐的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

指导要点：引导幼儿仔细听音乐，在不同高、低音曲式节奏
和特效音的变换中，快速反应做出相应的动作。

评价要点：幼儿能否在曲式变换中迅速做出相应动作和造型。

三、第三次游戏

玩法：当听到高音时，幼儿做单脚跳动作，当听到低音时，
幼儿更加低地下蹲走，当听到洒水声时，立即找到好朋友两
人合作定造型。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在听辨不同曲式变换和特效音中，运用
单脚跳、两人合作定造型玩游戏。

评价重点：幼儿能否在听辨不规律的曲式和特效音的变换中，
做出相应动作。

四、游戏结束

本节音乐游戏主要是让幼儿通过欣赏音乐，体验夏天玩水游
戏的乐趣，考虑到幼儿在平时音乐游戏中的表现，活动开始
我首先通过谈话：“夏天很热，小朋友最喜欢玩什么？”引
出活动的内容，然后通过让幼儿扮演洒水车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兴趣，活动中幼儿兴趣很高，不但在学唱歌曲中非常投
入，在游戏时也是一个个兴致勃勃。

通过本节活动我觉得对于幼儿来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要想让幼儿积极参与，就必须从活动开始激发他们的兴趣，
通过有趣的引导主动让幼儿投入进来，否则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