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优质8篇)
教案模板是教学设计的基础，也是教师授课的参考依据之一。
[教案范文4]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一

1.巩固歌曲《两只老虎》，愿意在教师示范下用肢体来表达
歌曲。

2.尝试歌曲创编，提高创造能力。

经验准备：活动前幼儿已学会唱歌曲《两只老虎》。在区角
布置一些动物的图片，让幼儿了解动物的基本的外在特征。

物质准备：老虎图片两张(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其他小动物例如小熊、大象、猴子的图片各两张。歌曲音乐。

一、情境导入

1.设置动物园情境，幼儿复习巩固歌曲《两只老虎》

师：今天老师带你们去动物园参观参观。瞧，有两只老虎走
过来了，它们在和我们小朋友打招呼呢。我们用好听的歌声
和它们打个招呼吧。一起来唱我们刚学过的《两只老虎》吧。

2.出示老虎图片，理解歌词

师：咦，这两只老虎长的可真奇怪呀，你们来看看哪里奇怪
了？原来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二、动作创编

2.引导幼儿逐句创编动作。



师：想一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可以做什么动作？

我们都知道小老虎有很多本领，请你们把小老虎跑的本领做
给我看。

这两只老虎真奇怪，一只没有什么？还有一只没有什么？那
没有眼睛怎么做？没有尾巴呢？

你们说它们奇不奇怪，我们用动作来做一做“真奇怪”。

3.教师将幼儿创编的动作进行整理和顺序排列，和幼儿一起
边唱边做动作。

三、歌词改编

1.鼓励幼儿展开想象，改编歌词

2.请个别幼儿将自己新编的《两只老虎》表演给大家看。

四、总结延伸

师：原来这个动物园的名字叫做“奇怪动物园”，里面的动
物都很奇怪。看，小熊、大象和猴子也来看我们了，你们觉
得他们哪里奇怪？课后我们一起再来编一编吧。

进场音乐《母鸭带小鸭》，两只老虎图片(一只没有耳朵，一
只没有尾巴)，各部位可灵动的大象两只，小猫、小兔、小狗
图片各两张。

一、律动进场《母鸭带小鸭》

二、复习歌曲《两只老虎》

1.出示图片



师：“小朋友们，瞧，这儿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歌
都会唱吧？快，唱给大家听听！”

师生共同练习第一遍

师：“刚才小朋友唱得真好，我发现有的小朋友还做出了好
看的动作呢，让我们一起加上好看的动作来唱一唱，跳一跳
吧。你们可以和老师做不一样的动作哦！”

三、创编歌曲

1.教师引导幼儿创编大象

师：“刚才两只老虎哪里奇怪？”

幼：“没有耳朵和尾巴。”

师：“对了，真棒，我们这儿还来了两只大象呢！跟大象打
个招呼。”

幼：“大象你好。”

师：“如果要把它们变成奇怪的大象，可以把什么地方变没
了？”

幼：“(1)、(2)”

师：“现在，它们变成了两只奇怪的大象。一只没有(幼：)
一只没有(幼：)真奇怪，真奇怪！”

师：“真棒，唐老师忍不住想把它唱出来呢，我们来听
听。”

师唱



师幼一起唱。

师：“还可以把大象的什么地方变没了，让它们变成奇怪的
大象呢？”

幼：“(3)(4)”

师：“一只没有(幼：)，一只没有(幼：)，真奇怪，真奇怪。
”

师：“小朋友你们也来唱唱吧？看谁最能干！”

幼儿大声唱，教师可小声引导幼儿唱。

师：“真棒！小朋友们真聪明。瞧，我们班还来了一些小动
物呢。看看都是谁啊？

教师一一出示小动物给幼儿观看，幼儿分别认识并说出小动
物名称。

师：这些小动物也想请小朋友帮帮忙，想想看它们如果没有
了什么，就会变奇怪了，然后再与好朋友试试，怎么把它唱
出来。”

幼儿操作，谈一谈、说一说

师：“好，小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幼：)那哪组的小朋友
想先来唱给我们听听的？(幼唱，一起唱)

师：“你们是把什么地方变没有的？”(幼：)

师：“那我们来唱唱看。”(边唱边做动作，一起进行表演)

师：“我们再来看看，你们是把什么地方变没有的？”(猜谜
形式，该幼儿做动作，让其他小朋友先猜)



师：“我们来唱唱吧。”

四、结束

今天，小朋友们把这么多的小动物变奇怪了，真棒。外面还
有好多小动物呢，我们去瞧瞧，也把他们变奇怪吧！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二

1、培养幼儿参加韵律活动兴趣。

2、让幼儿体验边唱歌边做动作的快乐。

1、幼儿已会唱《两只老虎》的歌曲。

2、多媒体课件、老虎胸饰、录音机、磁带。

1、幼儿戴好胸饰听音乐进入活动室。

（2）师幼一起演唱。

2、引导幼儿逐句创编动作。

（1）想一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可以做什么动作？
（鼓励幼儿与别人做的不一样）

（2）我知道小老虎有很多本领，现在请你把跑的本领做给我
看看。那“跑得快，跑得快，”我们怎么做？除了往前跑还
可以怎么跑？（请个别幼儿示范不同的方法，然后集体做）

（3）这两只老虎长得很奇怪的，你知道哪里很奇怪吗？（教
师可提示：它们一只没有什么？还有一只没有什么？）那，
没有眼睛怎么做？没有尾巴呢？我们一起来学学看。

（4）这两只老虎长得真的很奇怪，那歌曲里的“真奇怪，真



奇怪，”我们可以用什么动作来做？我们一起来学学。

3、完整表演。

（1）引导幼儿完整表演。

集体表演：我们编了这么多动作，那我们一起连起来跳一遍
好吗？

个别表演：谁还会用不同的动作来跳一遍？我们用他的动作
也来跳一遍好不好？

（2）创设情境，用不同的`动作完整表演两遍。

小老虎真能干会跳舞了，妈妈现在带你们去几个好玩的地方
跳好不好？看！现在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草地）请你们用
最喜欢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5、创编歌词及动作。

两只奇怪的老虎，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那如果还
有两只奇怪的老虎，你猜它们会没有什么？（幼儿边说边做
动作）

教师与幼儿一起边演唱创编的歌词边做动作。

6、结束活动。

奇怪的老虎可真多，那我们一起到外面去找找还有没有更奇
怪的老虎好吗？

师幼一起听音乐走出活动室。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三

1、喜欢参加韵律活动，体验边唱歌边做动作的快乐。

2、乐意根据歌词做动作，并能随着歌曲形象的表演。

多媒体课件、老虎胸饰、录音机、磁带、幼儿已会唱《两只
老虎》的歌曲。

1、幼儿戴好胸饰听音乐进入活动室。

2、幼儿与老师一起复习歌曲。

师幼一起演唱。

3、引导幼儿为歌曲创编动作。

师：小老虎你们喜欢跳舞吗？那我们今天就来跳《两只老虎》
的舞好吗？可是我还不会跳呢！怎么办呀？那我们今天就一
起为《两只老虎》的歌编一些好看的动作，编好以后我们就
能跳舞了。

（1）引导幼儿逐句创编动作。

师：想一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可以做什么动作？
（鼓励幼儿与别人做的不一样）

师：你们说这两只老虎奇怪不奇怪？那“真奇怪，真奇
怪，”我们可以用什么动作来做？

4、完整表演

（1）引导幼儿完整表演

师：我们编了这么多动作，那我们一起连起来跳一遍好吗？



谁还会用不同的动作来跳一遍？我们用他的动作也来跳一遍
好不好？

（2）创设情境，用不同的动作完整表演两遍

师：小老虎真能干会跳舞了，妈妈现在带你们去几个好玩的
地方跳好不好？看！现在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草地）请你
们用最喜欢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再出现树林景象，请幼儿找一个好朋友跳。

5、创编歌词及动作

师：这两只奇怪的老虎，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那
如果还有两只奇怪的老虎，你猜它们会没有什么？（幼儿边
说边做动作）

教师与幼儿一起边演唱创编的歌词边做动作。

6、结束活动

师：奇怪的老虎可真多，那我们一起到外面去找找还有没有
更奇怪的老虎好吗？

师幼一起听音乐走出活动室。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四

原来你们都是一只只奇怪又有趣地小老虎啊？我们去给小二
班的小朋友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小老虎吧！

以“两只老虎在做游戏”引出活动，更能吸引幼儿。利用课
件复习歌曲，为仿编活动作铺垫。



通过课件中点击“小老虎的眼睛就缺眼睛”的形式来仿编歌
词，既直观生动，又激发了幼儿的创编欲望，也满足了他们
的好奇心。

再次给幼儿提供想象创编的机会，并通过变变、唱唱、跳跳
的形式，使幼儿的思维更活跃，并能感受到音乐活动的乐趣，
将活动推向又一高潮。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五

1、除了老虎，还有什么动物是跑的快的？（幼儿自由说说）

2、我们来把这首歌的第一句改成别的跑的快的动物来唱唱吗？
（幼儿唱一句，老师唱后面的歌词）肯定幼儿的创编，鼓励
幼儿唱和编。

（二）创编歌词第二句

1、想一想，跑得慢的动物有哪些？（提醒幼儿自己说一说，
改掉歌词唱一唱。）

2、请幼儿上来唱给大家听。（老师把幼儿创编的歌词用图画
下来）

鼓励幼儿把三、四两句歌词该掉唱一唱。

（四）进一步深入创编教案

1、老师总结：小朋友象个作词家一样，真能干。在我们的生
活中，大自然中许多的东西都可以用来编歌词的。

2、老师师范自己的创编作品"两朵菊花""两个小朋友"（出示
图片，边唱一遍）



3、小朋友也可以把自己创编的歌词画下来的。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六

音乐

两只老虎

1课时

1、知识与技能：学会《两只老虎》这首歌，并独立、自信、
准确、有感情地进行演唱。学生初步学会简单的二声部歌曲
及轮唱歌曲带来的立体饱满、层次感的不同感受。

2、过程与方法：通过聆听和演唱感受音乐所描绘的动物形象，
并能够进行轮唱。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学生知道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懂得人要爱护动物的道理，同时学会做一个乐观向上、热爱
生活的学生。

学会《两只老虎》这首歌，并独立、自信、准确、有感情地
进行演唱。通过聆听《狮王进行曲》感受音乐所描绘的动物
形象。

学会简单的二声部歌曲及轮唱歌曲带来的立体饱满、层次感
的不同感受。学会简单的二声部歌曲及轮唱歌曲带来的立体
饱满、层次感的不同感受。

琴

一、音乐导入，调动情绪

1、学生随音乐做动作进入教室。（播放喜洋洋音乐）



二、导入新课

1、谈话导入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的动物，你们都喜欢什么小
动物？

2、今天我们的“音乐王国”里来了两位威风、神气又成为王
者的动物，你们听他们来了（初听音乐《两只老虎》）。提
问：这首歌曲的曲调你们听过吗？你知道歌曲叫什么名字吗？
引出课题《两只老虎》教师介绍法国童谣。

2、复听歌曲说一说歌曲给你们的感受？

3、再听歌曲歌中都唱了什么？

4、教师与学生拍手读歌谣。

5、教师弹琴和学生轻声演唱歌曲。教师重点指导“真奇怪”。

6、带着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

7、轮唱歌曲《两只老虎》

（1）初听轮唱《两只老虎》。说一说这种演唱形式有什么特
点？教师介绍轮唱。

（2）复听轮唱说一说两声部还有什么不同？引导学生说出第
一声部唱了三次真奇怪，第二声部唱了两次真奇怪，所以两
声部一起结束了。

（3）学习轮唱歌曲。

a、分声部练习读歌谣，两声部合歌谣。

b、交换声部练习。



（4）学习轮唱歌曲

8、聆听《狮王进行曲》

a、初听感受乐曲感受乐曲表现的是什么小动物？教师介绍
《狮王进行曲》。

b、复听乐曲当听到狮子吼叫时晃动一下手中的打击乐器。

c、戴头饰随音乐模仿狮子威风凛凛的形象。

9、今天我们和老虎、狮子做了好朋友，今后我们应该怎么样
做？

三、结束语今后就让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与美妙的音乐伴着我
们的童年，让我们的童年变得更加绚烂多彩！

板书两只老虎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七

1、律动，幼儿佩带郊游卡随《去郊游》音乐表演动作进活动
室。

“今天森林里的小动物邀请我们到森林里去郊游，每队的小
队长要带好自己的同伴，跟紧老师，别走散了。”

2、练声《森林里的小动物》。

“呀，到森林啦，看看是什么动物来欢迎我们了（出示青蛙
图片），我们一起和它唱首歌吧。”（引导幼儿边表演边唱，
要求幼儿嘴巴张圆，休止符时动作和声音一起停止）

3、复习歌曲《两只老虎》。



“我们刚和这么多小动物一起唱歌，玩得开心吗？啊，谁来了
（出示老虎头饰），大家快坐好，老虎有点生气了，它说你
们唱了这么多小动物的歌，怎么没唱我森林大王的歌呀，坏
了老虎要生气了。哎呀呀，尊敬森林大王别生气，我们正要
唱呢，你看我都准备好了。

（1）、先看节奏图谱把节奏拍一遍。

（2）、边唱歌曲边拍节奏。

（3）、请幼儿自编动作来表演歌曲（先请一个，再在老师的
带动下按节奏卡表演动作）

4、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创编歌词。

（2）、幼儿分组观察图片，共同讨论创编词，并练唱，教师
巡视指导，重点辅导幼儿创编时字数要工整。

（3）、请每一组的幼儿将改编的歌词唱一遍，其余幼儿根据
演唱小组所创编的小动物的叫声进行伴唱（伴唱只唱xxxxxx
部分）

（4）、集体演唱各组创编的歌词，为他们奖励小星星。

5、复习节奏乐《我的皮鞋哒哒响》出场。结束。

幼儿园小班两只老虎教案篇八

1.边观看老虎活动的短片边模仿老虎活动的形态。

2.边歌唱边模仿老虎走路的形态。（走出音乐的拍子）

老师：“老虎生病了，所以它走得会慢慢的，我们一起来试
试”。



3.遮挡游戏：每人一条小纱巾，律动中唱到没有哪里，就用
纱巾把那个肢体部位盖住。

分析：本节活动的重点是让幼儿通过律动游戏感应《两只老
虎》歌曲的节拍，对于小班幼儿而言仅仅是一个环节的感应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律动游戏这个环节的主要目的是让幼儿
在律动游戏的介入下使幼儿充分的感应本曲的节拍。模仿是
小班幼儿的认知特点，光老师提出让幼儿学习老虎走路，相
信每个幼儿都会模仿老师的样子而做的千篇一律，这样的教
育形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媒介的资源，
让幼儿边看边模仿，随着自己的观察视角来做律动。最后的
遮挡游戏则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巩固了幼儿对曲拍的感
应，又对下一环节改编特定小节歌词做好准备，这是老师环
节设计的巧妙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