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实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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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一

1.学会唱歌曲，体验乐曲的欢快情绪。

2.根据歌曲，尝试简单的创编歌词。

3.知道各种菜都有丰富的营养。

1.课前和家人逛过菜市场，知道各种菜的名称。

2.课件买菜。

一、谈一谈：我最喜欢吃的菜。

师：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在哪买的？是谁买的？你在菜市场
看到了什么菜？

二、学唱歌曲《买菜》

1.出示课件《买菜》

师：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们去菜场逛一逛，看看有哪些菜？
（师引导幼儿看课件有节奏地说菜名）

2.介绍歌曲的名称《买菜》。



师：你们知道吗？这里藏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
听听哦！

3.放音乐《买菜》让幼儿欣赏。

提问歌曲里唱了些什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图片）

4.听歌曲，排图片

5.根据图片学唱歌曲

６.玩藏图谱的游戏。

三、创编歌词

1.如：我和爸爸去买菜。南瓜大又大等

2.让幼儿跟着音乐《买菜》的旋律进行改编歌词的演唱。

四、活动延伸。

绘画活动:我喜欢吃的菜。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旋律节奏与速度的变化。

2、能根据音乐的变化大胆地模仿、表现老爷爷与小弟弟的音
乐形象。

3、在活动中幼儿倾听音乐，大胆的游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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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感受旋律节奏与速度的变化

活动难点：

幼儿能根据音乐的变化，模仿相应的形象。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小鼓，老爷爷小弟弟的图片，音乐《老爷爷与小
弟弟走路》，相机

经验准备：幼儿对快慢节奏的音乐有过欣赏经验，幼儿对老
爷爷、小弟弟走路形象有所观察。

活动过程：

一、导入：“手指游戏”。

1、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伸出你的两根小手指，变变变，
变成一只小兔子。”

2、“小兔跳舞”：

――出示小鼓，师：“小兔子要和小鼓一起跳舞咯，小鼓敲
地慢，小兔就跳地慢，小鼓敲地快，小兔就跳地快。”

――老师敲小鼓，幼儿手指表示小兔跳的快慢。



（此环节的重点是帮助孩子初步建立对节奏快慢变化的感知，
同时手指动作的表现方式一方面能激发孩子活动的兴趣，另
一方面也给了孩子表达节奏感受的空间。）

二、感知音乐：了解音乐旋律节奏、速度的变化。

1、播放音乐（a段、b段），幼儿欣赏：

――师：“小兔子跳舞跳得可好看啦，把老爷爷和小弟弟都
吸引过来了，接下来老师放两段音乐，请你听听哪一段音乐
是老爷爷走来了，哪一段音乐是小弟弟走来了？”

（此环节的重点是利用人物形象帮助孩子初步感知音乐的变
化和特点。）

2、幼儿交流感受：

――“为什么a段是老爷爷在走路？”（音乐a段比较深沉、
缓慢，就像老爷爷走路一样慢慢地、缓缓地。）

――“为什么b段是小弟弟在走路？”（音乐b段比较轻快、
活泼，就像小弟弟走路一样蹦蹦跳跳的。）

――师根据孩子的回答，随机播放音乐，验证孩子的感受。

（此环节的重点通过讨论、验证的方法，再次把握音乐的性
质。）

3、分段欣赏，感受a、b两段音乐的节奏、速度特点。

――师：“请你再仔细听听，是不是像老爷爷（小弟弟）走
路那样慢慢地（蹦蹦跳跳的）”

――师小结：“a段音乐的节奏、速度很重，很慢；b段音乐的节



奏、速度很轻快。”

4、再次整段欣赏a、b段。

――师：“我们再来完整听一遍，想一想老爷爷和小弟弟是
怎样走路的？”

（此环节的重点是通过a、b两段音乐的对比，让孩子感受旋律
节奏、速度的变化，同时通过形象的人物角色，加深孩子对
音乐性质的把握，将抽象的音乐感知变得丰富、生动，这也
是本次活动的难点，在倾听、对比、验证、人物形象匹配等
教学策略中，教师帮助孩子理解、分辨音乐。）

三、表现音乐：根据音乐性质，模仿表现音乐形象。

1、动作表现音乐变化

――“老爷爷老了，他走路时慢慢地，小弟弟很可爱，走路
快快的，我们在座

位上学一下。”（教师引导孩子用上肢动作表现音乐的变化）

――师放音乐，幼儿在座位上表现音乐的变化。

（此环节的重点是通过动作来表现对音乐变化的理解，这也
是为下面的分辨、模仿活动做准备。）

2、模仿音乐形象：

――出示角色图：老爷爷

“老爷爷是怎么走路的？我们来做做看，谁表演地最像。”

――（播放音乐a段）幼儿自由模仿，教师用相机记录幼儿的



不同动作。

――利用相片，抽取精彩的动作，集体学习（拄着拐杖走；
边摸胡子边走路；边敲背边走路；一摇一摆地走路等等）

（b段音乐，小弟弟的形象模仿同上，小弟弟走路：一蹦一跳
的走；跨着步走；单脚走；边拍皮球边走等等。）

（此环节的重点是模仿人物的形象，这也是音乐游戏的另一
个难点，通过自由模仿、照片记录、集体学习等策略，教师
帮助孩子丰富对人物走路形象的.认识和模仿经验。）

3、游戏：“谁来了？”

――师：“老师放音乐，请你听听谁来了，我们就变成
谁。”

――师放音乐，幼儿根据音乐变化进行模仿。（根据孩子兴
趣和表现重复几次）

（此环节通过多次的游戏，帮助孩子加深对音乐的理解。）

四、音乐游戏：看演出

游戏规则：师放《老爷爷与小弟弟》的音乐，幼儿根据音乐
模仿，师敲小鼓，“老爷爷”与“小弟弟”就在座位上坐好。

（此环节通过鼓点的提示，将听信号的游戏融入到模仿游戏
中，这就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降低了孩子对音乐感知的惰
性。）

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游戏是小朋友的基本活动，他们的年龄特点、认知发展都需
要通过游戏这一方式来实现。本次活动的内容是两段对比明
显的音乐，但是当我为音乐配以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并让活
动围绕一个有趣的情景故事展开后，孩子们的注意力、感知
力、模仿力就被调动了起来。活动中我采取了动静结合的方
式，让孩子先听辨、后模仿，并给了孩子自由表现的空间，
同时利用相机整理、分享孩子的创意，这让每个孩子都有了
尽情表现的机会。最后以小鼓为信号，不仅和开头起了呼应
的作用，而且也增强了音乐游戏的趣味性，让活动达到了新的
**。

当然，本次活动我也存在着一些疑惑：老师在音乐欣赏前，
就提出了两个音乐形象，这是否会限制孩子对音乐的理解和
感知，局限了孩子的音乐遐想空间，倘若给孩子一个倾听、
自由发表的空间后，再提出音乐形象，孩子对音乐的感知是
否会更具有自我理解和，这也是尊重孩子想象、感受的一个
表现吧，在以后的活动开展中我也将对此进行新的尝试。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三

1、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体验与朋友结伴表演的快乐；

2、能创编跳跃、连贯的动作帮助理解和表现歌词的

内容；

3、初步学唱歌曲，知道aba的结构类型，并学习用“跳跃
地”和“连贯地”两种方式来表现歌曲。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已有郊游的生活经验；

物质准备：cd音乐《郊游》。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复习歌曲《小红花》。

指导语：（教师弹凑歌曲前凑）这是什么歌曲？在最后一句
我们应怎么唱？（前面跳跃，后面连贯）

用跳跃、连贯的声音唱《小红花》。

2．教师引导幼儿回忆郊游时的美好前景。

提问：你们郊游过吗？去了哪里？玩了些什么？

3．教师范唱歌曲，引导幼儿讲述歌词内容。

提问：歌曲里小朋友郊游时快乐吗？他们是怎么郊游的？看
见了什么？

4．幼儿学唱歌曲

二、教师再次范唱歌曲，启发幼儿发现aba的结构。

提问：你们发现歌曲里有相同的地方吗？

三、教师带领幼儿学唱歌曲，进一步理解熟悉歌词。

提问：这首歌里唱到白云怎样？阳光怎样？青山、绿水怎么
样？

四、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发现并运用不同方式演唱歌曲。

五、教师通过语言创设情境，到“地方郊游”，带领幼儿完
整学唱1~2一遍。



六、鼓励幼儿听音乐结伴边表演边歌唱。附歌曲：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四

1.有两只小象，他们一起结伴来到了小河边，他们到底给我
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聆听歌曲，了解歌曲的意境。

二、学唱歌曲——感受三拍子音乐强弱弱的规律，结合肢体
动作保持唱歌的兴趣并尝试接唱

1.欣赏歌曲，引导幼儿跟着老师一起边听边打拍子。

2.小象在做什么？

3.学唱歌曲

4.分两组，尝试接唱（要求接得快，不拖拍）

三、表演歌曲——在唱唱演演中明白朋友间的友爱团结之情

1.鼓励幼儿自由两两分组，跟着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表演两只
小象。

2.两只小象玩得可高兴了，吸引了很多的小象来到了小河边，
我们一起来表现小象玩耍的情景吧。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五

1.学会唱歌曲，体验乐曲的欢快情绪。

2.根据歌曲，尝试简单的创编歌词。



3.知道各种菜都有丰富的'营养。

1.课前和家人逛过菜市场，知道各种菜的名称。

2.课件买菜。

一、谈一谈：我最喜欢吃的菜。

师：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在哪买的？是谁买的？你在菜市场
看到了什么菜？

二、学唱歌曲《买菜》

1.出示课件《买菜》

师：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们去菜场逛一逛，看看有哪些菜？
（师引导幼儿看课件有节奏地说菜名）

2.介绍歌曲的名称《买菜》。

师：你们知道吗？这里藏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
听听哦！

3.放音乐《买菜》让幼儿欣赏。

提问歌曲里唱了些什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图片）

4.听歌曲，排图片

5.根据图片学唱歌曲

６.玩藏图谱的游戏。

三、创编歌词



1.如：我和爸爸去买菜。南瓜大又大等

2.让幼儿跟着音乐《买菜》的旋律进行改编歌词的演唱。

四、活动延伸。

绘画活动:我喜欢吃的菜。

中班健康情绪变变变教案篇六

1、模仿自己所熟悉的小动物走路，发展双脚协调能力。

2、体会与同伴共同参与游戏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1、小兔子、小鸭子、小乌龟、小花猫动物头饰

2、音乐《走路》

三、指导要点

1、活动重点：身体协调模仿小动物走路

2、活动难点：跟随儿歌的内容来变换走路姿势。

3、指导要点：老师带领幼儿模仿动物的特征走，先集体在个
人模仿。

四、活动过程

1导入提问：小朋友们平常都是怎么走路的啊

（可以大步走，小步走，摇摇摆摆，蹦蹦跳跳等。）



2、今天老师带小朋友去参加森林舞会。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
么，有蓝天，白云，小草和美丽的花，最后还有勤劳的太阳
公公。咦！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对了，少了我们可
爱的小动物。我们一起来请出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出来。

3、教师扮演小动物小兔子、小鸭子、小乌龟、小花猫走路的
姿势

4、提问：

小兔子是怎么走路的（跳跳跳）

小鸭子是怎么走路的（摇摇摇）

小乌龟是怎么走路的（爬爬爬）

小花猫是怎么走路的（静悄悄）

5、教师和幼儿一起模仿动物走路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它们的走路方式，师幼一起边念儿歌边模
仿这些小动物走路。

（教师和幼儿模仿几遍）

6、幼儿自由模仿小动物走路

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头饰，模仿该动物自由的走法，教
师一边在旁指导，使之更加形象。

7、播放音乐，幼儿一起动起来。

五、课堂小结：今天我们和小动物玩得开心么，回家表演给
爸爸妈妈看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