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
结(实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
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听说游戏就是一听一说，听说游戏是通过一听一说，将语言
学习的重点内容转化为游戏规则，扩展幼儿词汇的一种语言
教育活动，教师通过语言引导孩子游戏的活动。

《3—6岁儿童发展指南》中强调要培养儿童的听与表达。学
会描述实物的主要特征，从音乐入手培养幼儿学习音乐的兴
趣，利用身体动作帮助孩子感知和认识节奏，使幼儿”大胆
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大班听说游戏《小青蛙》

1.引导幼儿结合图片，了解小青蛙的外形特征。

让幼儿学学小青蛙的叫声，

2初步学习儿歌，鼓励幼儿跟随老师学说儿歌,并用身体语言
表达儿歌内容。

3.愿意参与活动在游戏中体验活动乐趣。

ppt 道具小青蛙 音乐



2.让幼儿和老师一起学学小青蛙”呱呱”的叫声。

1.教师出示儿歌主题图，让幼儿边看图边听老师讲故事（通
过故事让幼儿认识小青蛙简单的外形特征。了解小青蛙喜欢
吃害虫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

2.教师出示青蛙图，请小朋友仔细观察一下，说说小青蛙是
什么样子的。

1.教师范读儿歌。让幼儿仔细听后，请小朋友跟老师一起说
儿歌。

2.请幼儿先跟着儿歌自由编动作跳舞，然后再跟老师边说儿
歌便做相应的动作。

我们认识了小青蛙那我们现在把它画出来送给爸爸妈妈好吗？

小朋友，我们今天知道了小青蛙有一双圆圆的眼睛，穿着一
身漂亮的绿衣裳还有一条长长的舌头，专门吃害虫，它是我
们的好朋友。

小朋友们再见

反思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由于环节设计的合理紧凑，且学习
内容本身很吸引孩子，学习的儿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很容
易表达，这也增加了知识面简单了解青蛙，也为后来幼儿在
自由创编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
《小青蛙》语言形式简单，利于幼儿表达情感对音乐感兴趣，
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

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幼儿对自己熟悉的音乐材料的各种音乐表现手段的变化，尤
其喜爱与敏感。《小再军》以其雄壮有力的旋律、生动易懂



的歌词与动作提示性极强等特点，深受中班幼儿的喜爱。为
此，我们尝试根据中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在保持《小海军》
原有音乐旋律的基础上，．改变其速度、力度等音乐元素，
引导幼儿通过倾听，感受其音乐性质的变化，并结合海军生
活录像、教师诗化的语言及幼儿自身的节奏动作、体态表现
等，引导幼儿感受音乐的变化，体验音乐的美妙，进而提高
幼儿对音乐的理解、欣赏及感悟能力。

活动目标

1．感受《小海军》原曲的坚定、雄壮、有力以及变速后音乐
的轻柔与优美．体验音乐变化美的神奇。

2．尝试运用语言、节奏、动作等方式表现《小海军》原曲与
变速后曲子的异同，重点感受与表现变速曲中所体现的小海
军操练归来的各种生活情景。

3．萌发对小海军的热爱，增强幼儿大胆参与活动的自信心。

活动准备：

初步能演唱歌曲《小海军》；海军生活vcd；海军帽、彩旗等。

活动过程：

一、演唱《小海军》，进一步感受与表现原曲雄壮有力的性
质

1．幼儿随进行曲入场。

2．师幼共同表演《小海军》

3．引导幼儿运用语言、肢体动作等方式表达对原曲雄壮有力
性质的体验。



提出问题：听了这首音乐有什么感觉?音乐中的小海军们正在
做什么?

(幼儿纷纷用“雄壮、有力量、神气、有精神”等词汇来表达
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并且用动作、语言等方式表现和描述音
乐中的小海军正在开炮艇、格斗、射击、瞄准、操练……由
此可见幼儿对原曲音乐性质的理解比较到位，有自己的感受
和体验。)

1．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幼儿能运用“优美、安静、很慢、很轻、轻柔"等词汇来表
达自己听完小海军的变速曲后的感觉。

由于幼儿对海军的日常生活情景比较陌生，因此他们只能将
自己的生活经验迁移到海军身上，认为操练归来后海军会做
吃饭、洗衣服、睡觉等事情。)

2．引导幼儿运用身体节奏等方式表现对原曲与变速曲的理解。

(头、肩、手、腿、膝、脚等身体部位都成了幼儿表现的道具，
他们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身体节奏较准确地表现音乐的快慢、
强弱，不难看出他们对原曲与变速曲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了)

3．观看海军生活vcd后，启发幼儿用动作表现变速曲中小海
军的生活情景。

(1)师幼共同表现。

(表现海军生活的vcd是帮助幼儿了解海军操练归来后的生活
情景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通过观看vcd，幼儿能用动作表
现弹吉他、拉小提琴、写信、看书、打电脑等小海军操练归
来后的生活。但是在初次的表现中，幼儿的动作比较单一，
如有的幼儿一直做看书的动作，没有变化。)



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1、感受歌曲风趣、活泼的情绪，享受歌唱活动的快乐。

2、借助图谱学唱歌曲，尝试创编动作来表现茶壶的形象。

白板课件一份，小茶壶头饰等。

（一）观看课件，引出主题。

1、“今天，我们小3班来了一位小客人，看，它是谁？”
（小茶壶）

“我们来听一听小动画里是怎么介绍小茶壶的。”“小茶壶
好玩吗？”

2、“恩，真是一只神奇的小茶壶，它呀不仅会变魔术，它还
会唱歌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二）欣赏歌曲，掌握歌词。

1、欣赏歌曲一遍（电脑），提问：

“小茶壶它唱了什么？”（幼儿说到什么，教师就出示相应
的歌词图谱，并学念歌词）

2、边看图谱边欣赏歌曲（教师）

*“小茶壶呀唱得真好听，老师呀也想来唱一下，请你们边听
边想它每一句唱了几遍。”（教师把图谱补充完整）

*“请你们边看着图谱边跟着琴声唱一遍。”

（三）学习歌曲，创编动作。



1、“你们想不想也来当小茶壶，来唱一唱。你能用身体动作
来表示壶柄和嘴吗？”（幼儿歌唱一遍）

2、“刚才老师看到一些小朋友表演的把手和壶嘴很可爱，小
茶壶不是会变魔术吗，谁再来变个魔术，变出不同姿势的把
手和壶嘴，好吗？” （表扬创编动作的幼儿）

3、“我们的小茶壶变了这么多不同的造型，我们来请这些小
茶壶给大家表演。”（请个别幼儿歌唱第二遍）

（四）游戏活动，大胆表演。

1、“好，小茶壶休息一下。哎，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来当
小茶壶，我来当茶杯。你们一边唱一边表演，唱得好听的，
我就知道你的水烧开了。注意哦，倡导最后一句冲茶啦，你
的茶壶姿态保持不动，我就来喝你的茶，你再来倒给我
喝。”

2、师幼进行游戏。

3、小茶壶们，水都倒完了，我们去加点水好吗？（结束离开）

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近期，我班有好几个小朋友过生日，蛋糕对孩子来说十分的
熟悉，绝部分孩子喜欢蛋糕，但蛋糕上的精美花纹又往往会
引起小朋友“啊”的一声。因此，让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自
己喜欢的事物，一定会让他们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在充分
满足其好奇心的同时，又能真切地感受做蛋糕的快乐，在此
过程中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助他们懂得珍惜食物，懂
得感谢他人，同时，在制作的过程中，使孩子的想象力和审
美能力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1、通过欣赏标花蛋糕，初步了解蛋糕纹样的基本制作过程。



2、学习挤捏的动作，锻炼幼儿手指的活动力度。

3、培养幼儿懂得珍惜食物，学会感谢他人的情感。

能用适当的力度进行挤捏，并能标出简单的花纹

事先制作完成的成品标花蛋糕一个，教师示范用的蛋糕一
个(略于幼儿)，幼儿制作用的小蛋糕、奶油装袋人手各一份;
切好的小水果若干(如小蕃茄);擦手用的毛巾每人一块。

师：今天是老师的生日，客人送来了一样礼物(教师故做神秘
的打开盒子)

1、引导幼儿说说蛋糕是什么样的?

2、说说自己最喜欢蛋糕的哪一部分，为什么?(幼儿交流)

1、你们知道蛋糕上漂亮的花纹是怎么来的吗?(幼儿谈自己的
生活经验，引导幼儿说出是用奶油做出来的)

2、示奶油袋

师：瞧!这是什么呀?(奶油)你看它的样像什么?(伞)

3、教师讲解演示：

a、演示：这顶伞我们呀要倒着来用，用手握住伞柄，将伞尖
朝蛋糕，用五个手指用力的挤捏(请幼儿边听边模仿老师徒手
做一遍动作)，让奶油从袋里出来，标到蛋糕上(教师示范标
出简单点状花纹)

b、引导幼儿观察手指用力与不用力时奶油的变化，并练习捏
的动作。



1、鼓励幼儿胆尝试，标出与老师不同的纹样。

2、提醒幼儿留意挤捏的力度，动作稍慢些。

3、表扬标出不同花纹的小朋友，并为制作完成的小朋友提供
小水果，加以点缀。

小朋友的蛋糕太美了，我们一起开个生日会吧!(家齐唱生日
歌，吃蛋糕)结束。

中班悄悄话音乐教案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1、熟悉歌曲旋律，随节奏节拍和舞伴协调走交替步。

2、能根据动作顺序规律快速记忆动作。

3、感受与同伴动作一致跳集体舞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幼儿已欣赏过歌曲《往牧场的小路》。

2、《往牧场的小路》歌曲磁带、录音机。

1、教师与幼儿共同完整欣赏歌曲《往牧场的小路》，进一步
熟悉音乐旋律，感受歌曲欢快的情绪。

2、教幼儿学习1---16小节动作，重点教幼儿学习交替步。

（1）教师讲解示范交替步，重点引导幼儿明确走交替步时先
出右脚。

（2）教师哼唱旋律，引导幼儿跟走交替步。



（3）请幼儿站好双圈，教师哼唱旋律，教幼儿完整做1---16
小节动作。

（4）引导幼儿听音乐与舞伴合拍、协调地做1-16 小节动作。

（2）教师带领幼儿边喊口令（腰腰--- 肩肩---上上---扭一
扭---头头----肩肩----腰腰---扭一扭）边做动作。

（4）教幼儿学习交换舞伴方法（男孩双手叉腰站在圈上不动，
女孩用右手指着下一个舞伴，并向右走到新舞伴前面）。

（5）教师哼唱音乐，幼儿练习交换舞伴动作。

4、组织幼儿跟音乐完整跳集体舞，提醒幼儿注意舞，提醒幼
儿注意动作的变化及动作的合拍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