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优秀8篇)
教师编写高一教案时，可以参考相关的教学资源和案例，借
鉴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探讨小学教案的优化方法，以提
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动力。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一

《茉莉花》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江苏文化，喜欢江苏音乐。

2、能够根据《茉莉花》的情感演唱歌曲。

3、了解《茉莉花》再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教学重难点：

设计不同的演唱形式表演歌曲，感受体验歌曲的风格特征。

一、导入新课

从外国人唱《茉莉花》引发学生自豪感，从而更加认真得去
感受歌曲的优美。

过程：

教师导语：

首先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沙漠中的楼兰国有一位美丽动人的公



主，名叫图兰朵，但也很残酷。据说她给来自各国的求婚者
提了个条件，能回答出她提的三个问题，就可以娶她，并赢
得皇位，但如果答不出，就得被砍头。因此很多人包括国外
的王子死在了她的刀下。

原来有个鞑靼国王子也被图兰多的美貌打动，决心不顾一切
要娶到图兰多，对图兰多提出的三个问题，对答如流，终于
获胜，可图兰多仍不甘心。这时，王子倒慷慨地来帮她，请
她在天亮之前能猜中他的名字，他就情愿象没有猜中图兰多
的谜语那样，被处死刑。(播放到百姓的场面)此夜，全城无
人入睡，百姓和僧侣们都在向月神祈祷，希望图兰多诚服，
从此结束杀戮。瞧，月亮出来了，僧侣的祈祷乐响起(茉莉花
的旋律响起)

或许就是这动人的音乐感化了美丽残酷的公主。终于她良心
发现，从此改邪归正。音乐的魅力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

这首曲子大家在哪里听过?有谁能哼唱两句给大家听听?

是的，这首曲子所用的旋律正是我们江苏的民歌《茉莉花》
的旋律(没听过没关系，老师告诉大家，这首曲子原本是我们
中国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大家想知道它在世界音乐使上的
地位吗?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刚才大家看到的'便是100多年
前意大利的歌剧之王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图兰多》的片断，
大家想一想，早在1前，意大利人就在唱《茉莉花》的旋律，
可见这首歌是很受欢迎的。还有更早的，英国人190多年前就
把这首歌写在书里印刷出版了。

三、欣赏《茉莉花》与活动

1.历史简介

在中国，这首歌更是历史悠久。谁来把大屏幕中次连贯成一



句话介绍给大家。(据史料记载，《茉莉花》最早发源于江苏
扬州，大概是明朝时期，原来的歌名是《鲜花调》。)

2.听旋律

原版的茉莉花(屏幕显示歌词)

先在江苏地区广泛传唱，清朝时期定名为《茉莉花》。一起
听一听，边听边留意一下歌词，看看歌词是怎样赞美茉莉花
的。(出示歌词、播放黑鸭子演唱的茉莉花。2-3段之间过门
提示学生唱一唱)

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真的那么白吗?老师这里有几张照片
一起来看看(播放照片)

茉莉花亦称“茉莉”，为复瓣小白花，小巧玲珑，清香四溢，
素洁光润，仿佛刻玉雕琼。该花原产印度、印尼、菲律宾等
国。早在宋代传入我国。

自明代起，扬州已有少量茉莉引进种植，但大批种植至少始
于清光绪初年。

4.屏幕出现两首歌的旋律(简短的一句)。学生对比，知道的
确发生了变化。

6.师生互动，说说茉莉花

歌里一直唱茉莉花好，其实茉莉花并不仅仅可以用来观赏，
你们知道茉莉花还有什么用吗?(泡茶、入药、做成工艺品等)

7.学唱《茉莉花》

茉莉花在我国历史悠久，这首民歌轻盈活泼，淳朴优美，婉
转流畅，短小精致，易唱易记，表达了人们爱花、惜花、护
花，热爱大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思想情感，既积极健康，



又储蓄柔美。

小结：

(学生总结：感到骄傲自豪)

教师接：是呀，我们更应该将这首经久不衰的佳作永远创唱
下去。

8.尾声：宋祖英悉尼放歌

前不久，我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办了
一场世界性的演唱会。就在这场演唱会里，她深情演绎了
《茉莉花》，将《茉莉花》再度介绍给了全世界，获得全场
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热烈的掌声。为她伴唱、伴奏的人中有
很多是外国人。老师有个提议，我们一边欣赏一边也来跟着
合唱队担任伴唱，感受那激动人性的场面。

教学反思：《茉莉花》这首歌对于同学们来说并不陌生。基
本不用学习就可以完整的唱完。但是，有关于茉莉花的知识
他们几乎不知道。当我介绍完《图兰朵》的剧情以后，学生
很犀利的问这和茉莉花有什么关系。当知道他们的关系后，
学生们也就了解了《茉莉花》的知名度。在演唱的过程中，
尽管旋律他们已经掌握，但是要想唱出优美的声音，还是需
要训练的。好在同学们的悟性比较高，经过讲解和引导，他
们的声音已经由之前的“喊叫”往“优美”上发展了。

msn（中国大学网）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二

1、认识6个生字，理解“浓郁”等词语。

2、了解茉莉花的特点，能写一句话。



3、体会“我”在养花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并能读出喜爱之情。

4、尝试背诵第四小节。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茉莉花的特点，尝试背诵第四小节。

2、体会“我”在养花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并能读出喜爱之情。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投影、录音等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整体感知。

1、（出示图：茉莉花）激发兴趣，引出课题。

2、学习生字“茉”

3、看看课文中的茉莉花是怎么样的？自由朗读课文，遇到生
字多读几遍。

二、重点突破，读中感悟。

1、（根据学生交流，出示第四小节重点句）接力朗读，正音。

2、学习生字“蕾、绽”。

（1）“花蕾”：学生结合生活实际了解。

（2）“绽开”：a、查字典“绽”；b、看图理解。



3、学生默读重点句，在描写茉莉花特点的词语上作记号。

4、听老师范读，进一步思考：作者究竟突出了茉莉花的哪些
特点呢？根据学生交流，归纳板书：

花蕾：鼓

花朵：洁白无暇似雪如玉

花香：浓郁真醉人

5、学生自由朗读句子，练习读出对茉莉花的喜爱之情。齐读。

6、尝试背诵。

（1）出示背诵指导。

a、填空：

茉莉花已长出了，枝尖上鼓出了（）。过了几天，（）开放
了。它们（），（），绽开了（），送来了（）。妈妈摘下
一朵叫我闻，茉莉花的香味（），花香（）。

b、看提示背诵。

茉莉花长出了枝丫，鼓出了花蕾——过了几天，开放了——
摘下一朵叫我闻。

c、出示图片。

（2）学生根据不同选择，反馈背诵情况。

7、齐读第五小节

三、联系上下文，体会心情。



1、默读课文2、3小节，看看“我”在养花的过程中，心情有
什么变化？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

2、学生交流。（板书：焦急地盼望我不再关心它了惊喜。）

3、发生了什么事，让“我”如此惊喜？（出示相应句子）

可是，茉莉花始终是那副老样子，稀疏的样子，连花的影子
也不着。

茉莉花长出了好多叶子，整株茉莉花都绿油油的了。枝上还
露出了一个个绿色的小苞，它们正在贪婪地地吮吸着甘甜的
露水呢。

（1）学习生字：“副、疏”。

（2）茉莉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们一起读
一读。

（师生对读，同桌读，男女生分句读，体会心情的变化。）

四、积累词语，总结全文。

1、（放《茉莉花》音乐），自由朗读整篇课文。

2、试试你的身手。

照样子写词语：绿油油

3、词语宝典：洁白无暇似雪如玉等（描写“茉莉花”的词语。
）

4、（出示画面：“茉莉花”）



时光飞逝，我们就要迎来五湖四海的朋友。到那时，作为主
人的你将怎样夸夸茉莉花呢？请在你的手中那朵美丽的“茉
莉花”上写一句话。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三

欣赏乐曲《茉莉花》，体验民歌独特的韵味。

2、按节奏用水杯为音乐伴奏，感受乐曲的旋律美。

1、多媒体《茉莉花》。

2、泡好的茉莉花茶，茶杯、筷子。

一、欣赏茉莉花。

3、介绍茉莉花的相关知识。告诉你们吧，它叫茉莉花，叶子
绿绿的、花儿白白的、小小的，可是它的香味非常的特别，
被人们称之为香花皇后。

5、观赏茉莉花茶。

（1）茉莉花不仅漂亮而且还特别香，人们喜欢用它来泡茶喝。

（2）老师今天也泡了一壶茉莉花茶，小朋友来闻一闻。

二、欣赏乐曲，感受曲子柔美、委婉的旋律。

欣赏乐曲，并谈谈感受。茉莉花那么美，那么香，人们都很
喜欢它，有个音乐家专门为茉莉花写了一首曲子，名字就叫
《茉莉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了这曲子你有什么感
觉？好象看到了美丽的茉莉花，好象闻到了香味，好象……。

三、尝试敲击水杯为乐曲伴奏。



1倾听敲击水杯的声音。今天，我们用乐器为这首好听的《茉
莉花》伴奏。你们猜一猜是什么乐器呢？就是我们的水杯。
（教师敲击水杯，敲击的声音好听吗？）

2、加入茉莉花茶再敲击水杯。今天，我们是为茉莉花这首曲
子伴奏，如果能加上一些茉莉花茶，声音一定会变得更好听，
试一试，好香啊，敲一敲，你们说声音好听了？你们想不想
试一试？老师也给小朋友准备了许多水杯，玻璃杯很容易坏，
小朋友轻轻地敲，声音会更好听。你们也去试一试吧。

3、自主探索敲击水杯的方法。（老师巡回倾听孩子敲击水杯
的声音。）现在，请小朋友将筷子放在桌子上，老师给你的
杯子加上茉莉花茶。我们再来敲一敲，听一听。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四

1、进一步感受和表现乐曲旋律。

2、尝试用不同的动作、表情大胆表现茉莉花的造型、神态。

3、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表演，体验表演的快乐。

1、带领幼儿认识茉莉花，了解茉莉花的颜色、形态等基本特
征。

2、欣赏乐曲《茉莉花》。

3、茉莉花头饰若干，蝴蝶翅膀若干。

4、“茉莉园”场景布置。

5、白纸若干张、记号笔两只。

一、开始部分：



1、师幼一起，伴着音乐《郊游》做律动进入活动室。

师：“孩子们，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去春游吧！”

2、带领幼儿走进“茉莉园”。

师：“哇，这里的花好美好香啊！你们知道这些花叫什么名
字吗？”

二、基本部分：

1、引导幼儿完整欣赏乐曲，进一步感受乐曲旋律。

师：“听，茉莉园里响起了好听的乐曲，赶快坐下来听听
吧！”2、引导幼儿根据a段音乐用不同的动作表现茉莉花的
造型。

（1）、幼儿听音乐创编茉莉花的造型动作，并用图谱记录，
帮助幼儿记忆。

a。师：“谁来说说你看见的茉莉花是什么样的？你能用动作
来告诉大家吗？”b。师：“这朵茉莉花真漂亮，我把它记录下
来，好吗？”（教师用简笔画记录幼儿动作）c。引导幼儿看标
记做动作。

（2）、引导幼儿按乐句做“花开”动作，在句尾摆放茉莉花
的造型。

师：“呀，茉莉花开得真漂亮，可以用这么多动作来表示的。
下面我们听着音乐来开花吧！到每一句的句尾要摆放好茉莉
花开的造型哦。”

3、引导幼儿根据b段音乐用动作、表情创编茉莉花的不同神
态。



（1）、引导幼儿观看不同神态的茉莉花，并用动作、表情进
行模仿。

师：“春风姐姐轻轻一吹，茉莉花又会有什么变化呢？让我
们再一起去看看吧。”

（2）、引导幼儿按乐句在句尾摆放茉莉花的不同神态。

4、引导幼儿根据a、b两段音乐，用不同的动作、表情表现茉
莉花的造型、神态。

师：“我们把这些漂亮的茉莉花都做出来吧！”

5、引导幼儿根据c段音乐，在句尾摆放茉莉花的造型。

师：“春风姐姐一吹，茉莉花又要开啦！开花吧！”

6、完整表演

（1）、打扮自己，听音乐进行表演。

（2）、另外一名教师扮演小蝴蝶，和幼儿一起听音乐完整表
演。（蝴蝶在a、c两段音乐每句句尾处“亲吻”茉莉花）三。
结束部分。

扮“蝴蝶”的教师：“茉莉花们，你们开得都很漂亮，所以
我决定把你们都带到我们的蝴蝶王国去做客，好吗？”（好）
（幼儿一起跟着教师随《茉莉花》优美的音乐一起飞着离开
活动室。）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五

欣赏乐曲《茉莉花》，体验民歌独特的韵味。



2.按节奏用水杯为音乐伴奏，感受乐曲的旋律美。

1.多媒体《茉莉花》。

2.泡好的茉莉花茶，茶杯、筷子。

一、欣赏茉莉花。

3.介绍茉莉花的相关知识。告诉你们吧，它叫茉莉花，叶子
绿绿的、花儿白白的、小小的，可是它的香味非常的特别，
被人们称之为香花皇后。

5.观赏茉莉花茶。

(1)茉莉花不仅漂亮而且还特别香，人们喜欢用它来泡茶喝。

(2)老师今天也泡了一壶茉莉花茶，小朋友来闻一闻。

二、欣赏乐曲，感受曲子柔美、委婉的旋律。

欣赏乐曲，并谈谈感受。茉莉花那么美，那么香，人们都很
喜欢它，有个音乐家专门为茉莉花写了一首曲子，名字就叫
《茉莉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了这曲子你有什么感
觉?好象看到了美丽的茉莉花，好象闻到了香味，好象……。

三、尝试敲击水杯为乐曲伴奏。

1倾听敲击水杯的声音。今天，我们用乐器为这首好听的《茉
莉花》伴奏。你们猜一猜是什么乐器呢？就是我们的水杯。
（教师敲击水杯，敲击的声音好听吗？）

2.加入茉莉花茶再敲击水杯。今天，我们是为茉莉花这首曲
子伴奏，如果能加上一些茉莉花茶，声音一定会变得更好听，
试一试，好香啊，敲一敲，你们说声音好听了？你们想不想
试一试？老师也给小朋友准备了许多水杯，玻璃杯很容易坏，



小朋友轻轻地敲，声音会更好听。你们也去试一试吧。

3.自主探索敲击水杯的方法。（老师巡回倾听孩子敲击水杯
的声音。）现在，请小朋友将筷子放在桌子上，老师给你的
杯子加上茉莉花茶。我们再来敲一敲，听一听。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六

1．分别感受乐曲段、小节，并按音乐的变化和老师的指示用
不同形式，优美的动作加以表现。

2．初步了解江南民歌《茉莉花》旋律委婉、流畅，感情细腻
的特色。

3．萌发喜欢听民歌和对民歌的热爱之情。

乐曲磁带、录音机、茉莉干花、花饰、茉莉花的图片。

(一)谈话引出课题。

1．你们喜欢花吗？

2．你最喜欢什么花？

3．师：今天我们来听一首关于花的歌曲，大家听听唱的是什
么花？

（二）欣赏歌曲的开头，得出歌名。

1．歌中唱的是什么花？它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2．取出干花，简单认识。茉莉花亦称"茉莉"，为复瓣小白花，
小巧玲珑，清香四溢，素洁光润，仿佛刻玉雕琼。

3．揭示歌名，介绍有关江苏民歌《茉莉花》的初略知识茉莉



花在我国历史悠久，这首民歌轻盈活泼，淳朴优美，婉转流
畅，短小精致，易唱易记，表达了人们爱花、惜花、护花，
热爱大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思想情感，既积极健康，又储
蓄柔美。

（三）欣赏歌曲的后半部分，了解节奏型，感受歌曲旋律的
特点。

你觉得《茉莉花》是一首怎么样的歌曲？听了有什么感觉？

教师小结：歌曲是两拍子的，这是一首旋律委婉、流畅，感
情细腻的歌曲。

（四）完整欣赏一遍，感受歌曲的乐段，用相应的身体动作
加以表现。

（五）再次欣赏，感受歌曲的小节，幼儿集体合作逐个用身
体动作加以表现。（教师观察引导并用贴饰奖励动作优美，
感受正确的小朋友）（六）颜色信号，分组、分段用好看的
动作表现歌曲。

幼儿自己在前额贴上四种颜色的花，按老师的提示分别到教
室中间随音乐跳舞。（教师把好看的花环套在舞姿优美的小
朋友脖子上）。

１．区域活动：结合美术活动，让幼儿制作舞蹈表演的道具。

２．游戏活动：将《茉莉花》的音乐放在表演区中，进行舞
蹈表演。

３．家园共育：家庭中可以与爸爸妈妈共同进行音乐表演，
可以加入扇子等元素。

《茉莉花》这首乐曲非常优美，它是一首广为流传的中国著



名的江南民歌。但对于我们北方的孩子来说，他们对茉莉花
的认识还是肤浅的陌生的。那么如何让幼儿欣赏，从哪方面
欣赏？于是我们煞费苦心，认真分析歌曲内容、旋律性质。
最后决定从情感的熏陶入手，让幼儿把自己想象成一朵朵形
态各异，充满思想的茉莉花。

本次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投入，陶醉其中。充分调动了幼儿
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了各领域的有机结合相互渗透。由
浅入深层层递进，每个环节过渡自然得当，都有小结与教育
意义。让学生们喜爱民族歌曲《茉莉花》使他们知道：只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不足：

由于着急走流程，忽视了某些细节。在看图提问枯萎茉莉花
时，没有引导幼儿表达出枯萎茉莉花的心情。有些语言组织
不是很精练。在以后的活动中，一定要沉下心来备好每个环
节，真正面对孩子，把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在研究中学
习，在学习中成长，做个有心人、用心人。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七

歌曲《茉莉花》（佚名 词曲）是在民歌《茉莉花》的基础上
改编而成，并广为流传。改编者进行了声部处理后，使歌曲
更加婉约、妩媚、丰满。近乎于直白的表现手法，更显真挚、
从容和自然，给人以平淡似真的审美感受。

江苏民歌《茉莉花》为五声徵调式，起、承、转、合性结构，
具有小调体裁的典型特征。第一乐句由两个乐节组成，二者
旋律相对称，歌词重叠，落音相同；第二乐句承接上句并引
出新的乐思；第三乐句为“转”、“合”功能，一气呵成。
整首歌曲的旋律以级进为主，间以小跳，婉转流畅，给人以
抒情秀美之感；歌词细腻含蓄的表达方式，使歌曲更具江南
风格色彩。课标要求：



能够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音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
齐唱、合唱；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演唱作简单评价。

这首歌曲唱起来朗朗上口，非常舒服。多个版本的地方歌曲
演唱形式丰富了学生的视听感受，可指导学生根据歌曲不同
的演唱风格加深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特别是从气息及情感表
现上都要做到位，六年级的学生基本能达到要求，还可以对
学习内容做进一步的扩充。

1、情感目标： 通过不同风格的《茉莉花》音乐的对比欣赏，
感受茉莉花美，茉莉花的音乐更美，从而更加喜爱我国的民
族音乐。

2、认知目标： 学会运用比较的方法欣赏音乐，并对作品做
出初步的评价。

就越是世界的”，使学生产生热爱民族的感情。

感受茉莉花和茉莉花音乐的美，并了解其相关文化。

学生能情动于衷、有感而发，表达对茉莉花的感悟和喜爱之
情。

多媒体、教学课件、有关茉莉花的图片、文字资料

一、创设情境 导入主题

同学们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请同学欣赏《茉莉花》的音乐

2．提问：你知道唱歌的是谁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宋
祖英 茉莉花 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唱音乐会）

3．你还知道《茉莉花》的哪些知识？



二、赏乐动情 引发情感

（一）欣赏民歌茉莉花

1、对比欣赏江苏民歌、东北民歌。

（1）初听江苏民歌《茉莉花》。（提问：歌曲速度和情绪）

（2）复听。（提问：歌曲的语言和风格）

（3） 对比听赏江苏民歌《茉莉花》与东北民歌《茉莉花》。
（从歌曲的速度、情绪、语言、音乐风格等方面比较。）

（4） 学生填表（一）

2、再欣赏河北民歌《茉莉花》

（1） 初听河北民歌《茉莉花》

提问：歌曲的速度、情绪、语言、音乐风格等方面。

（2） 复听歌曲。

河北的《茉莉花》旋律跳进、高亢，语言朴实，情感体现是
刚直、干脆的，具有北方人的豪爽的性格。

（3） 简单介绍民歌体裁中的另一类：小调及其特点。

小调：亦称“小曲”是我国民歌的重要体裁，是流传于城镇
集市并多被

民间艺人加工提高的民间歌曲。一般，小调的结构比较规整，
节奏富于变化，旋律流畅细腻，演唱中经常加进表演及伴奏。

（4） 学生填表（二）



（二）欣赏通俗《茉莉花》

（1）导入流行音乐拓展欣赏。（黑鸭子组合的《茉莉花》）

（2）欣赏其它表现形式的《茉莉花》。

三、课堂小结：

通过今天的欣赏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宋祖英要把《茉莉花》作
为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唱音乐会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在中国的
影响。同学们利用课下的时间学唱一下各地方的《茉莉花》，
《茉莉花》还被改编成了器乐曲，同学们课下收集一下，我
们再共同欣赏。

《茉莉花》

中班茉莉花教案活动反思篇八

1、通过让幼儿欣赏，使幼儿初步知道《茉莉花》是一首苏南
地区的民歌，使用了萨克斯演奏。

2、根据图谱感受乐曲aba结构，并能感受a段音乐的起止，能
按音乐的节奏用动作来表现。

3、鼓励幼儿乐意与同伴合作，分角色进行表演。

图谱、录音机及磁带、萨克斯

师：刚才我们跳了什么舞？（《新疆舞》），你觉得新疆舞
的音乐听起来怎么样呢？（引导幼儿说出新疆舞的音乐很欢
快，很高兴）

师：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爸爸老师，我们掌声欢迎，爸爸老
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呀？你们知道吗？（不知道），那请爸爸



老师告诉我们吧。（这是萨克斯）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爸爸
老师呢？（请几个小朋友上来问问题）

（1）师：今天，爸爸老师还给我们用萨克斯带来了一段非常
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一次、cd加萨克斯）

（2）师：你觉得这段音乐听起来怎么样呢？（引导幼儿说出
很流畅、很舒服、很优美）师：这段音乐就是由萨克斯吹奏
的一首苏南地区的民歌《茉莉花》，苏南地区的民歌听起来
比较慢，给人的感觉就向你们说的很舒服、很优美。好，我
们再来欣赏一次，拿起你手中的小画笔，我们一起来画音乐
吧。（音乐一次、cd加萨克斯）

（3）师：你们画的真不错，闭上你们的小眼睛，看，谁飞来
了？（蝴蝶飞来了）它飞到我的花园里。（出示图谱）（音
乐一次、cd加萨克斯）师：你们发现我的花园图谱什么地方是
一样的呢？（引导幼儿说出第一段和第三段是一样的）你觉
得这段音乐说了些什么呢？除了蝴蝶在飞，你还想到了别的
什么呢？（让幼儿自由地说，再请几个小朋友上来表演。）

（4）幼儿随音乐自由地表演。（音乐一次、cd加萨克斯）

（1）组织幼儿听a段音乐，感受a段音乐的起止。

师：蝴蝶来到花园里，飞一飞，歇一歇，飞一飞，又歇一歇，
让我们来看一看它歇了几次呢？（a段音乐1次、停止）

（2）启发幼儿用开花的动作表示a段音乐的起止。

师：我们再来听一遍，当蝴蝶飞到花上歇一会的时候，我们
手中的花就开一次。（a段音乐1次、停止）

（3）启发幼儿用各种动作来表示a段音乐的起止。



师：我们除了可以用开花的动作来表现这八个乐句外，你们
想想看，还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现呢？（幼儿自由回答，并
给予幼儿肯定。）现在，老师请小朋友边听音乐，边把你想
的各种动作跳出来。（a段音乐1次、暂停）

师：花园里除了有蝴蝶飞，还有什么想和花做好朋友的呢？
（还有小蜜蜂、有云彩、有蜗牛）谁来做花？（春天来了，
花儿开了，小动物们和花儿一起唱歌跳舞啦。）（b段音乐一次）

师：天黑了，小动物们该回家了，它们飞一飞，歇一歇，飞
一飞又歇一歇，高高兴兴回家了。（a段音乐一次）

完整欣赏音乐。

师：今天，我们欣赏了用萨克斯演奏的一首苏南地区的民歌
《茉莉花》，让我们听着《茉莉花》的音乐一起去春游吧，
来，坐上我们的小船，准备出发罗！（音乐一次、cd加萨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