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 小班音乐
活动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篇一

1. 能根据故事的情节要求做动作，并享受表演的乐趣。

2. 能根据故事中脚印的特征进行两两分组。

3. 能用不同的乐器表现小矮人和大巨人的脚步声。

4. 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理解歌曲意境。

5. 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 设置森林的情境；

2. 大巨人和小矮人的脚印若干；

3. 各类乐器若干；

4. 录音机、《小矮人与大巨人》的磁带。

重点：能根据故事的情节要求做动作，并享受表演的乐趣。

难点：能用不同的乐器表现小矮人和大巨人的脚步声。

一. 讲故事引出主题

故事：最近，森林里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脚印，据森林研究所



的小动物们说，这些脚印来自森林里的小矮人和大巨人，小
矮人又矮又小，小小的脑袋，小小的手，小小的脚，走起路
来很轻很轻“犀犀嗦嗦”，大巨人又高又大，大大的脑袋，
大大的手，大大的脚，走起路来“咚咚咚咚”，科学家们想
研究这些森林里的客人，想请我们这些小小侦察员先去找一
找小矮人和大巨人的踪迹。让我们出发吧！

二. 找脚印

1. 教师带领幼儿乘飞机

幼儿排在教师身后，手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做各种飞行的
动作。“不好前面有气流”，带领幼儿做左右摇摆状，“大
家快坐好”引导幼儿蹲下，“不行，气流太强 ，我们还是先
找个地方降落吧”！

教师带领幼儿走到大巨人的脚印边。

2. 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大巨人

“看，这是什么？”（脚印）“是谁的脚印？”“这么大，
说不定是大巨人的”。“这些脚印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是
大巨人的？你们猜猜大巨人到底有多高多大呢？”请幼儿用
动作来表现大巨人。

3. 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小矮人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有没有小矮人的脚印，让我们
轻轻的走，当心吓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翻过山，跨过沟，掂起脚尖轻轻的走路。

“咦？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没有呢？你们发现了什么？”
（教师做左右看状）“哦，有小脚印，是谁的呀？为什么？



你们猜猜小矮人到底有多矮多小呢？”请幼儿用动作来表现
小矮人。

三. 将脚印分组

“那你们能猜到这里一共出现过多少大巨人和小矮人呢？”

引导幼儿根据脚印的大小颜色进行两两分组，算出一共有多
少个大巨人和小矮人。

四. 用用不同的乐器表现小矮人和大巨人的脚步声

“今天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小，发现了大巨人和小矮人的踪迹，
我们乘上飞机回家吧。”

科学家来了（另一名老师扮演色科学家手拿各种乐器上
场）“小朋友，听说你们在森林里发现了许多大巨人和小矮
人的脚印，那你们知道他们走路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呢？请你们用我手中的乐器敲打出来”。

教师引导幼儿用各种乐器敲打出大巨人和小矮人的脚步声，
并说说为什么。（例如：用铃鼓，用手掌敲打铃鼓，发
出“啪啪”的声音，代表大巨人的脚步声，而轻轻摇晃铃鼓，
发出“沙沙”的声音，代表小矮人的脚步声。）

请幼儿先操作，教师指导，然后再进行总结，请个别幼儿敲
打。

五. 跟音乐做大巨人和小矮人结束

师：“听，多好听的音乐，让我们跟着一起动起来。”

教师和幼儿听音乐，扮演大巨人和小矮人，做变大变小的动
作，结束活动。



《大巨人和小矮人》是一节音乐健康活动，主要通过游戏、
声音、乐器来感受乐曲的强弱、上行与下行的变化。在活动
的开始我用情境创设的手法带坐飞机孩子去旅游，在旅游的
途中我们碰见了大巨人、小矮人，在这充分运用幼儿的肢体
语言进行大与小的诠释，再在此基础上通过音乐来感知乐曲
的强弱以及上行与下行的变化。整个活动中体现了师幼互动，
幼幼互动的原则，活动气氛轻松自由。总的来说，这次活动
让幼儿感受到了快乐的气氛，幼儿能快乐大胆地表现，获得
了快乐。幼儿似乎掌握了一种表达感情的工具，养成了良好
的唱歌习惯，在快乐的唱歌活动中得到了身心全面健康的发
展。幼儿儿对小矮人和大巨人音乐不同的力度也有了较深的
理解。同时我用铃鼓让幼儿进行歌曲表演唱，让每个幼儿都
有表现自我的机会。幼儿的情绪高涨，部分幼儿在理解音乐
的基础上，还用自己创编的动作进行舞蹈，赋予了幼儿自由
表现的机会。

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篇二

1、幼儿感知音乐有反复地开始和突然停止的特点。

2、喜欢参加游戏，感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3、幼儿尝试使用多种形式表现开始和停止这一音乐的特点。

《开始和停止》《汽车开来了》

（一）、开始部分

1、入场：听《汽车开来了》的音乐入场。

2、导入：小朋友，刚才我们听了《汽车开来了》的音乐，今
天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二）基本部分



1、欣赏音乐《开始和停止》

教师：这首音乐好玩吗？你们觉得什么地方好玩？

教师：小朋友说的真棒，这段音乐一会开始，一会停止，让
我们拍手玩玩这段音乐吧。

2、表现与创造音乐

（1）拍手：教师带领小朋友拍手

教师：好玩吗？小朋友想不想在玩一玩，那除了拍手还可做
什么动作呢？

教师：哇，小朋友想的动作真有趣，小朋友想不想做一个游
戏呢？

（2）音乐游戏《小白兔跳跳跳》

规则：当音乐开始的时候，小朋友跟着音乐一起蹦蹦跳跳，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小朋友要回到自己的座位。

教师带领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三）结束部分

教师：今天我们听了一首好听的音乐，这首音乐有反复的开
始和突然停止，小朋友今天表现非常棒，可以根据音乐做游
戏，小朋友也累了。我们休息一会吧。

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篇三

1、体验与同伴一起表演复合节奏的乐趣，乐意参加节奏活动。

2、发展幼儿的倾听能力，学说简单的复合节奏。



3、通过游戏培养幼儿大胆、开朗、自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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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准备：玩过“录音机”的游戏

二、经过钟表店。倾听钟表的声音。

让幼儿先用口头节奏来表现大钟和小钟一起走动（幼儿念复
合节奏）再配上身体动作来表现这个节奏。

三、经过农场

请幼儿倾听农场的动物发出什么声音，先分别练习，可配上
动作，再让小鸡、小猪来合唱。

四、来到神秘城堡

首先请大家来敲敲门，问好。（没人回答）

五、大门打开，主人和小朋友一起游戏结束。

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原动力，幼儿只有有了兴趣才能产生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的愿望。爱好音乐是人的天性，有趣的音乐
活动能激起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其产生愉快的情绪，充分发
挥想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感受和创造。

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篇四

1、在情景中感受歌曲优美，活泼的旋律，唱出自己能做饭的
欢快情感。

2、根据歌曲内容，会拍地随着做炒菜，做饭的模仿动作。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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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设置：用大积木建厨房，圆形桌一张，磁带，录音机。

1、出示节奏形图谱，幼儿根据图形谱按四分音符节奏发出模
拟声。

2、学唱歌曲：

（1）观察教师的表演唱。

（2）提供厨幅，围裙在搭好的厨房里边唱边玩边做动作，启
发幼儿唱出自己做饭的欢快情感。

（3）请个别幼儿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全体幼儿唱玩歌词
后说“爸爸，妈妈请吃饭”

3、延伸活动：请幼儿回家表演给父母看。

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原动力，幼儿只有有了兴趣才能产生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的愿望。爱好音乐是人的天性，有趣的音乐
活动能激起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其产生愉快的情绪，充分发
挥想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感受和创造。

小班音乐找小猫教学反思篇五

选择这个活动一是来源于孩子，从上学期开始我们在点心和
午餐后让孩子玩挑花绳，时间长了有些孩子不在挑而是将绳
子抛接和甩动。我发现绳子在下落中自然而然形成图案。可
能孩子只是觉得好玩，我却得到启发何不用其来开展活动呢?



既然选择这个开展活动，我就自己来玩线，发现挑花绳的线
条比较硬，甩动时不容易形成图案，还有不安全的因素。于
是我用毛线来尝试，比线绳更容易形成多变的图案。于是我
借助于小小的毛线，设计了本次活动《有趣的线条》。

我观察和分析了孩子的具体情况，他们的语言发展教好，但
是能运用描述性词语的不多，单一的思维和从他的模式频率
教高。所以在开始部分就引导孩子通过转动线条图，从不同
的角度来思考和想象。目标也定位在“对线条图展开想像，
发展幼儿的创造性想像能力”上。

第一次活动后的调整：

第一次的活动中开始的图片我是提供了两张，一张是高低差
异很大的线条图，另一张是比较平直的曲线图。在请孩子观
察时，小朋友将两张图混在一起讲述，特别是转动后将的老
师也不明白是哪一张。对于还的思考和想象有障碍，这两张
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上有点区别。为让孩子思考的点
更明显，讲述的内容更集中，我就把另一张取消了，只提供
一张线条图。在第二次活动中我觉得这样的改动是明智的，
小朋友讲述和思考的点集中了，更容易发散思维，从多角度
思考。

本次活动后的反思：

为孩子提供的材料“毛线”是孩子熟悉的，而且操作性强，
所以幼儿在的活动中的兴趣始终是很高的，他们能积极投入
甩绳、观察、讲述和从不同的方位来观思考和想象。这是对
我对孩子的能力和兴趣的充分了解，同时在每次活动中都给
予了孩子明确的操作要求，让他们明白要做些什么。在活动
中提供的氛围是宽松的，孩子可以随意地找地方，或是坐、
或是站、或是爬着，我没有制止，也没有用理想的标准来要
求孩子，这让孩子就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孩子无
拘无束那么就更能激发孩子讲的的意愿。在每次孩子操作中



我给与孩子的时间也是足够，尤其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创编小
故事中，满足了幼儿讲述的需要。整个活动都是幼儿的自主
活动，既动手又动脑，孩子们玩得高兴，说得积极，全体幼
儿都能在主动的活动中获得发展。

另一个原因是运了的现代技术的手段，将不能保留的.线条图
用照片的形式拍下来进行保存，并让孩子有了更多观察和相
互交流的机会。在电脑上这些图还可以转动，也是发展孩子
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想象。这激发了孩子观察和想象的兴
趣，促使他们积极投入到活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