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优
秀8篇)

教案的编写是教师们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念，在教
学过程中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安排的重要环节。教案的编写
需要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下面是一些四年级
教案的范文，供大家参考。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用自然的声音歌唱。

2、喜欢用身体动作进行表演，体验表演的快乐。

物质准备：ppt课件、钢琴伴奏、猪妈妈挂饰、小猪玩偶。

准备：提前学会练声曲。

(1)师：今天，我要带小朋友去参观农场，你们高不高兴呀？
那一会儿我们去农场的路上会爬过高山，也可能会钻过山洞。
那请小朋友们一会仔细听音乐，好不好？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播放背景音乐）

(2)师：好了（出示幻灯片农场图片）我们到农场了，听一听，
谁先和我们打招呼啦？（播放牛叫声）这是谁呀？让我们一
起欢迎小牛和我们做游戏，来，我们给小牛问个好。（伴奏）
除了小牛还有谁呢？又有什么小动物呢？（播放小狗叫声）
这是谁呀？我们请小狗出来，一起向它问个好。（伴奏）农
场里有这么多小动物，还有一个小动物来和我们做游戏，看
看这是谁？（出示小猪图片），那我们再给小猪问个好吧。
（伴奏）

（1）师：小朋友们看小猪在干什么呢？（睡觉）那我们先不



要打扰他，我们先轻轻地坐回小椅子上，好吗？小猪在睡觉
呢，一会儿等小猪醒了再和我们做游戏吧。

（2）师：小猪现在睡得可香了，我们来看看这只小猪在睡觉
前做了什么事情？（教师念歌词）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它吃得
饱饱的样子。（幼儿模仿老师做肚子吃得饱饱的动作）

（3）师：我们一起看看小猪睡觉的时候在干什么？耳朵怎么
了？它不光扇耳朵，还有哪里在动呢？（幼儿模仿老师做扇
耳朵和摇尾巴的动作）

（4）以给其他农场动物念儿歌的形式朗诵歌词

（5）师：这只小猪睡觉的时候，除了耳朵扇、尾巴摇，它还
会发出好听的呼噜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幼儿模仿小猪
打呼噜的`声音）

（1）师：（教师挂上猪妈妈挂饰）这只小猪睡得真香还没睡
醒，猪妈妈来了说：“猪妈妈先和你们做游戏，等一会小猪
睡醒了再和你们一起玩，好吗？那猪妈妈想请小朋友听一首
特别好听的歌，你们想听吗？”

（2）幼儿完整欣赏歌曲。

（4）钢琴伴奏，师幼共同边做动作边演唱。

（1）师：（出示小猪玩偶）小朋友们你们好，我睡醒啦，我
们一起去做游戏吧！

（2）师：那我们跟着猪宝宝出去做游戏吧，快上小火车吧，
走咯~(音乐)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二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xx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
（幼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
噜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
并练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
音唱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
唱。”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
方。”“找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
起床了。”（自然走出教室）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三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xxxxx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
动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幼
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
噜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
练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
音唱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
唱、”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
方。”“找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
起床了。”（自然走出教室）

在整个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真是太棒了，觉得
音乐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心中。孩子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
能跟上老师有序的开展活动、并且在活动的设计中，能将活



动中的重难点在环节里一一的体现。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
我发现自己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改
进的方面。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四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xxxx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1.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幼
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噜
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练
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音唱
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唱。
”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方。”“找
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起床
了。”(自然走出教室)

在整个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真是太棒了，觉得音
乐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心中。孩子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能跟
上老师有序的开展活动.并且在活动的设计中,能将活动中的
重难点在环节里一一的体现。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我发现
自己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方
面。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五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
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1.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
（幼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
噜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
练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
声音唱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
唱.”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
方。”“找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
起床了。”（自然走出教室）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六

1.感受乐曲欢快的曲调，在循环“猜同伴”游戏中自然学唱
歌曲。

2.通过创设游戏氛围，迁移生活经验，尝试用有节奏的身体
动作表现歌词内容。

3.体验与同伴一起游戏的快乐。

1.具有“请你猜猜我是谁”的游戏经验，会用“我是xxx美羊
羊”的旬式自我介绍。

2.小猪胸饰、盖布、彩虹伞。

3.曲谱《小猪爱睡觉》（附）。

1.教师出示小猪胸饰，简单创设小猪家开会的故事情境，提
问并引导幼儿用“我是xxx的小猪”的句式在集体中介绍自己。

2.教师引导幼儿熟悉歌曲旋律，创编身体动作。教师范唱歌
曲，对小猪的可爱造型和幼儿创编后的动作进行反馈，并引
导幼儿倾听、学唱歌曲。

3、教师一边引导幼儿唱歌曲，一边带领幼儿游戏。唱到“闭



上眼睛打呼噜”时，引导幼儿轻轻打呼，睡觉时要像个木头
人。

4.加入“猜同伴”游戏，教师引导幼儿猜出同伴的名字。

5.师幼共同边歌唱边游戏2-3次，请大家反思自己歌唱的情况，
如是否会唱？引导幼儿用好听的声音唱出歌曲。

6.教师引导幼儿玩彩虹伞的游戏，加入“狗熊”角色进行游
戏。全体幼儿手握彩虹伞，

唱完歌词“打呼噜”后躲进彩虹伞中。

（备注：第一次大熊来的时候，不要带走小猪，免得引起幼
儿的害怕情绪。）

1.游戏情境激发幼儿参与性

在歌唱游戏《爱睡觉的小猪》中，幼儿的情绪能非常积极地
投入，这与游戏情境的'创设息息相关。活动中所有的规则不
是源自教师的要求，而是结合游戏情境自然生发的，如请幼
儿创编可爱的造型时，教师说：“妈妈来看看小猪的可爱样
子”，这样小猪与妈妈是互动的关系。另外，此游戏中为了
躲避大熊，教师鼓励幼儿“不睁开眼睛”，有了这种游戏情
境的支持，幼儿便能自发地投入到活动中去。

2.循序渐进的游戏形式，发展幼儿的感官能力

活动中，我们先是固定位置进行游戏，然后加入彩虹伞游戏。
游戏难度的逐步累加，能够挑战幼儿的感官能力。有了适宜
的挑战幼儿才会更明显地感受到游戏的趣味性。

3.基于游戏过程的反思

在歌唱活动过程中，师幼共同玩彩虹伞游戏时，孩子们的情



绪都比较兴奋。但当“狗熊”出现时，可是被“狗熊”问话
的幼儿略显紧张、害怕，不知道该说什么。游戏中孩子们不
明确——只要大声说“我是xxx的小猪”就会“获救”。

出现此情况与教师在与孩子们第一次玩“猜同伴”游戏时没
有建立好游戏规则有关。在前期教师与幼儿共同建构游戏规
则时，如果教师强调，当有一只小猪藏起来以后，要大声地
介绍自己“我是xxx的小猪”，别的同伴猜测他是谁，并
用“xxx小猪，快回来”的句式回应他，就可以成功解救小猪。
这是一种涉及前期积累、迁移并运用的教学方式。由于教师
忽视了前期游戏经验的积累和迁移，造成了在后期游戏中，
这种对白性游戏语言没有能够有效使用。吸取这次的经验教
训，以后坐在椅子上玩游戏时，教师就要帮助幼儿练习并建
立稳定的游戏结构。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七

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

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幼
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噜
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练
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音唱
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唱。
”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方。”“找
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起床
了。”(自然走出教室)

小班音乐小猪睡觉教案反思篇八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1、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
（幼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
噜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词。
）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
练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音
唱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
唱。”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方。”“找
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起床了。”
（自然走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