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通用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能安静地听歌曲，体会music的抒情旋律。

2、愿意用动作、乐曲、表情，表述对姥姥的喜欢之情。

3、在说一说、唱一唱、跳一跳、玩一玩里，拓展孩子的语言
智能、形体运动智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智能。

教学准备：

预备姥姥头部装饰一個，music光盘、光盘机。

教学过程：

一、问答游戏，导出谈论的主题

教师问，孩子答。《组织模式灵敏性》

二、交流

1、你们均有姥姥吗？姥姥住于哪个地方？

2、你去看姥姥吗？你是坐啥车到姥姥家的？



三、欣赏乐曲

1、光盘机里的孩子是怎样去姥姥家的？

2、你们乘过船吗？坐轮船时船是怎样摆动的？（请孩子做一
做摇船的摸样）

3、孩子摇着船，到了哪个地方哩？我们来认真听听！

4、（欣赏music后提问）桥是啥模样的啊？你们有何好方法
搭一座桥？

5、听music摇船、搭桥去姥姥家。（孩子依照music的改变
来做不一样的动作）

（个别能力强的：教师也想同你一块儿去看姥姥，这只船过
于小，可不可以造得大一点，让教师也可以乘）《学习要求
针对性》《上面几个过程显现了递进性》做让孩子动脑子做
船、搭桥显现《教学方式的探究性》有姥姥《显现环境》
（听music孩子在听觉体会）（孩子做动作有了动作体会）

四、学乐曲、明规定、做游戏。

1、分小弟弟，小妹妹做游戏。（体会游戏玩法）

2、听music跟唱k曲。（喜爱跟music唱k，唱清歌词）

3、听一听唱一唱做music游戏。（又一次启发孩子爱姥姥的
感情，加强游戏玩法。）

五、教学完结

1、幼儿教师汇总孩子今日的表现，夸奖与勉励孩子在教学中
表现踊跃的孩子。让孩子在做游戏的与此同时，体会到music



教学的愉快。与此同时，幼儿教师要照料到那一些在教学中
比较安静的孩子，使其也可以在教学完结时得到愉快，以培
育他们对music的兴致。

2、予以孩子一定的嘉奖，与孩子一块儿吃点心。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什么是勾、绷脚。

2、初步学习在2/4拍音乐的伴奏下，进行勾绷脚练习。

3、体验在欢快的音乐中自由舞蹈的愉悦。

活动准备：

布娃娃一个脚丫图片2/4拍的音乐（欢快、跳跃）

活动过程：

一、听音乐体验2/4拍的节奏。

1、教师带着幼儿随着音乐边开火车边走进活动室，坐成圆圈。
随着音乐声联系拍手点头。要求第一拍在左肩前拍手，第二
拍在右肩前拍手，第三、四拍在胸前拍手三次，训练幼儿不
同的节奏感。

2、集体练习一遍，请1-2名幼儿站起来带领集体练习。

二、活动导入：布娃娃做早操

教师：“今天天气可真好，布娃娃方方早早地起床了。她刷



好牙、洗完脸，伸了一个赖腰，（边说边让幼儿跟着做）开
始做早操了：儿歌《做早操》”（幼儿已会，大家边念边做，
活动身体。）

三、引出勾绷脚动作练习

1、导入，师以布娃娃的口稳说：“小朋友们，我好累呀，你
们呢？”“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安静幼儿，围着圆
圈坐下。）

2、师：“刚才我的头、手臂、腰，还有大腿都做了早操，它
们都得到了放松，可是我们身上的有一个东西有意见了，猜
猜它是谁？”

3、出示小脚丫图。师：“原来是我们的小脚丫，它们也向来
做早操，它们是怎样做早操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4、教师边数拍子边示范。

（1） 准备姿态：坐地、双腿伸直、绷脚背，两臂在身旁两
侧，用中指着地，立腰、头正视。（教师脱下鞋子，并在袜
子上天有眼睛和嘴巴，为的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2） 准备拍：5-8拍不动

1×8拍：两脚从脚趾开始向上跷起。

2×8拍：整个脚面勾起。

3×8拍：脚背慢慢下压。

4×8拍：脚背绷直。

四、借助图片，帮助幼儿理解什么是勾绷脚。



1、师：“刚才两只小脚做早操时，它们俩一会儿慢慢上来，
一会儿慢慢上去，它们像在做什么呀？”幼儿：点头、弯腰。

2、师：“对了，它们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它们俩手拉手，
站好了，慢慢地抬起头，对太阳公公说：‘good morning’，然
后慢慢地弯下腰，对太阳公公敬个礼。”

3、师：“小脚丫说，‘我抬头的动作叫——勾脚，我们敬礼
的的时候叫——绷脚’。”

4、师：“哎，小脚丫做早操也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呀？”幼儿——勾脚、绷脚。

五、听音乐，练习勾绷脚。

1、师：“赵老师知道，你们的小脚丫，也想来做广播操对不
对？”

2、师：“好的，现在请你们把小鞋子轻轻脱下，藏到自己的
背后。”

3、师：“好的，现在让我们准备好。”

（1） 跟着拍子练习

（2） 和着音乐联系。提出注意点：绷脚时脚尖往下压。

4、和着音乐自由舞蹈。师：“我们的小脚丫真棒也学会了做
早操，让我再来活动活动身体吧！”

六、结束活动：

教师出示毛绒玩具方方：“宝宝们，时间不早了，我们要上
学去了，让我们坐上车子准备出发。”——放音乐“ride in



my car ”。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象声词，喜爱音乐活动。

2、认读重点字词：弹琴、打鼓、音乐、摇铃。

教学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

幼儿对诗歌中的乐器的使用方法有基本的了解。

2、物质准备。

挂图、录音机、诗歌音带、大字卡、图片，诗歌读本人手一
册。

教学过程：

一、预备活动

1、师幼互相问候，走线。

2、幼儿有序取书。

二、感知活动

1、音乐引入

幼儿聆听一段音乐，让幼儿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的情绪。



3、播放诗歌音带，让幼儿感知诗歌内容。

三、理解活动

1、教师边朗读诗歌，边出示“弹琴”、“打鼓”、“摇铃”、
“唱歌”的动作图卡，幼儿一边观察图卡一边欣赏诗歌。

2、观察理解。

教师出示挂图，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

提问：诗歌中的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演奏了那些乐器？分
别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依次出示大字卡：“弹琴”、“打鼓”、
“摇铃”，帮助幼儿理解。

3、幼儿尝试于教师互相配合念诗歌。比如教师念“你来弹
琴”，幼儿念“丁丁丁”。

4、幼儿自主阅读。幼儿自主阅读图书，鼓励幼儿与同伴用相
互轮流、配合的方法读诗歌。

阅读完后，幼儿有序收书

四、游戏活动

1、游戏：看图拿字卡

教师出示“弹琴”、“打鼓”、“摇铃”的动作图卡，并对
应出示大字卡，幼儿找出相应的小字卡并认读。

2、游戏：我做你拿

教师分别表演“弹琴”、“打鼓”、“摇铃”的动作，幼儿



找出相应的字卡。

4、游戏：说声音

教师拿出大字卡，幼儿发出相应的声音。如，教师拿大字
卡“弹琴”，幼儿说“丁丁丁”。

五、结束活动

交流小结，播放音乐，幼儿有序整理自己的物品。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四

1、用肢体动作表现劳动的情景，感受音乐的节奏、力度变化，
体验搬新家的快乐。

2、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3、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理解歌曲意境。

4、体验歌唱活动带来的愉悦。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与主题相关的经验（略）

2、多媒体课件、音乐录音

1、唱唱跳跳 律动《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最近碰到一件很兴奋的事儿，让我们
听着音乐表演他们兴奋的样子吧！”

2、说说做做



（1） 出示幼儿作品，引出搬新家。

“你们猜猜，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为什么这么兴奋？”

（2）出示乱糟糟的家画面，引发大扫除愿望。

“我们跟着音乐来进行大扫除吧！”（幼儿跟着音乐用动作
表现劳动的情景）

（3）个别动作的解析

如：擦窗－－解析空间和姿态

吸尘器－－解析肢体表达的不同方式

拖地板－－提升生活经验 教师用哼唱形式小结：（出示收拾
干净的房间）我们今天大扫除，真呀真兴奋。你擦窗来我拖
地，房间变干净。

（4）（出现搬家卡车画面，引出搬家情景）

“猜猜先搬什么？”

－－听低沉、缓慢的音乐，讨论怎样表现搬大大、重重的东
西。

“再搬什么？”

－－听轻快、跳跃的音乐，讨论表现搬小小、轻轻东西的动
作。

教师以哼唱形式小结：（出示漂亮的新家）你搬我搬大家搬，
家具放整洁。大家一起来劳动，新家更漂亮。

（5）教师表演舞蹈。



3、唱唱乐乐

夸夸唱唱《我们的新家》。

今天的这个音乐活动是从“我爱我家”的主体背景下生成出
来的，在整个主体的进行中，我们为孩子们创设的是一种家
的感受，爱的体验。我认为音乐活动就一定要让孩子感到开
心，要通过多种形式来让孩子体验主题，丰富情感。因此，
我创设了一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样一个孩子们耳熟能详的
情景动态作为本次活动的载体。比如：开始部分的律动，第
一段是个体动作，第二段则基本上是双人的动作，这些亲一
亲、抱一抱、跷跷板的动作都能在平常孩子们与父母的生活
中找到痕迹，所以以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情节来贯串整
个活动，可以更自然的激发孩子们对家人，对亲情的认知和
体验。

那么，在具体的设计上，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具体设想。

一是在音乐活动中如何让孩子表现动态、经验和动作呢？所
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让孩子们有
各种表现的机会和形式，比如：我选择了擦窗、吸尘器、拖
地板这几个动作进行解析的时候其实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
擦窗的动作解析相对集中于空间和动态的表现；吸尘器的动
作解析相对集中于肢体动作的表现；而拖地板的动作解析则
相对集中于生活经验的表达。我想通过空间动态、肢体动作、
经验表达着几个不同的辐射面丰富孩子们表现的经验。

二是我觉得音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
都能找到音乐的落脚点和联系点。比如：我们的心情愉快的
时候、做家务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哼唱不知名的曲调，我
们之间挥敲击出一连串的声响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听辨
音乐作为一种单纯的音乐元素来出现，而是结合了平常的劳
动经验，将重点放在经验和动作的互补上，将节奏、力度的
变化通过搬场来呈现，通过生活经验表现出来。比如：听辨



沉重、轻便的音乐形象，猜一猜搬场车上有什么？还有些什
么？让孩子将对音乐的感受力与实际的物体相结合，使物体
形象和音乐形象产生联系，通过二者的匹配来表现听辨的感
受。

最后，选用吉祥三宝的伴奏，结合孩子们的热点，将以前我
们曾经夸夸我们的教室、夸夸我们的好朋友的经验迁移到今
天的夸夸我们的新家，再一次推进孩子的情感的萌芽和亲情
体验，最终还是回到爱的感受这个主题上来。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五

一、设计意图：

歌曲《小小鸟》是一首短小、亲切、俏皮的歌曲，其歌词具
有趣味性，可以让孩子形象的用手指来玩游戏，幼儿在理解
歌词的基础上可进行身体碰触的游戏。而小班的孩子由于年
龄较小，其学习的方式是以游戏为主，利用游戏来让孩子学
习与同伴玩游戏，孩子比较感兴趣。让孩子在学习的同时，
也体验了游戏的乐趣，增进了孩子与同伴的感情交流。因此，
我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小小鸟》让小班孩子玩游戏，让孩子
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初步掌握歌词和动作的合拍性，学习与
同伴合作玩游戏，提高孩子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增进孩子与
同伴之间的感情交流。

二、活动目标：

1、学会玩游戏《小小鸟》，初步掌握玩法和遵守游戏规则。

2、体验音乐游戏的乐趣。

三、活动准备：

1、幼儿熟悉歌曲



2、小鸟头饰

3、音乐《小小鸟》

四、活动过程：

1、教师带领幼儿边唱歌曲《小小鸟》做小鸟飞的动作进入活
动室。

2、复习歌曲《小小鸟》。

谈话：老师这里也有两只小鸟在做游戏，你们想看吗？

3、教师示范用两个手指玩“小鸟”玩游戏，幼儿观看。

4、教师带领幼儿试着玩手指游戏，教师和幼儿一起边唱歌曲
一边玩游戏一次。

小结：强调游戏规则，当唱到“亲一亲、碰一碰”的时候，
我们的“小鸟”也要做出亲一亲、碰一碰的动作。

5、教师和幼儿一起再次玩手指游戏。

提问：除了刚才我们用手指玩游戏，我们还可以变一变，看
看还可以用什么方法玩游戏？

6、教师示范两人合作游戏，幼儿学习。

7、幼儿尝试找个好朋友合作游戏。

小结：强调游戏规则，当唱到“亲一亲、碰一碰”的时候，
我们的“小鸟”也要和好朋友亲一亲、碰一碰。

8、幼儿找好朋友再次游戏几次。（可以交换好朋友游戏）



提问：除了刚才我们碰过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碰那里？

9、幼儿学小鸟飞走，活动结束。

小班打击乐音乐活动教案设计篇六

1、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学唱歌曲。

2、喜欢对唱的表演方式，体验对唱的快乐。

一、律动入场

1、老师带着孩子进入活动场地，激发幼儿兴趣。

2、发声练习。

（1）依次出示小猫、大黄狗，鼓励幼儿模仿叫声进行发声练
习。

“老师请来了两位好朋友，看看是谁呀？”

发声练习：“喵喵喵喵”“汪汪汪汪”

备注：（教师可以带玩偶到幼儿跟前，激发幼儿发声。）

二、学唱歌曲

（一）结合玩偶，帮助幼儿学唱。

1、将小花猫藏起来，“调皮的小花猫躲起来了，我们把它请
出来吧！”

教师唱：“小花猫，小花猫，你在哪里？”

出示小花猫：“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喵喵喵喵！”



2、请幼儿跟唱。

（藏起小花猫，用不同形式出示小花猫，鼓励幼儿跟唱；也
可准备3~4只小花猫和大黄狗，小朋友唱一遍，出示一个玩偶，
以此鼓励幼儿唱。）

3、同样方式学唱歌曲第二段（大黄狗）。

（二）教师完整唱歌曲。

（三）结合玩偶，幼儿完整跟唱歌曲。

三、游戏

1、幼儿扮演小花猫、大黄狗。（贴胸卡）

2、引导幼儿躲到椅子后面进行游戏。

3、小花猫和大黄狗分角色对唱。

四、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