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1 

  一、教学目标： 

  1、能从以钟声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和体验中外不同风格的美妙的“钟

声”音乐，唤起学生心底的遐想，使之乐于参与音乐活动，增强音乐学习的热情

和兴趣。 

  2、能用准确的节奏、正确的换气和自然优美的声音来演唱歌曲《钟声叮叮

当》，表现美妙的“钟声”音乐；并能运用图形谱认唱唱名识谱，唱准 fa 、si 、

do’(4、7、i) 的音高。 

  3、在聆听乐曲的过程中能对音乐的主题曲调留有印象，用表演故事场景更

好地聆听音乐，体会音乐的快乐。 

  二、教学重点： 

  1、感受和体验不同风格的“钟声”音乐。 

  2、演唱歌曲《钟声叮叮当》，用歌声表现、模拟钟声。 

  三、教学用具： 

  录音机、钢琴、教学光盘、多媒体课件、图形谱及碰钟、学生自己准备的资

料。 

  四、教学过程： 

  （一）、听《美丽的黄昏》和着三拍子律动进教室。师生问好。 

  （二）、学习歌曲，表现钟声。 



  1、学生讨论如何模仿钟声（用“叮”“当”来模仿）师出示柯尔文手势，

生复习ｄｏ――ｄｏ＇的音阶。 

  师：现在加上钟摆的叮当声来唱师范唱，生用叮当声唱音阶 

  ２、复习高低声部的旋律 

  ３、教师示范唱，手弹低声部，嘴唱高声部，请学生仔细聆听。 

  ４、请问学生听到了几个声部，是怎么听出来的。 

  5、教师引导学生跟录音合作（或老师唱高声部）唱低声部，教师用手势引

导学生唱低声部。 

  6、学生跟琴分声部合作唱。 

  7、艺术处理，速度、力度、音色、情绪加伴奏（碰铃和三角铁），再加身

体模仿大钟摇摆的律动。 

  8、根据艺术处理完整演唱。 

  （三）、创设情景、感受钟声；聆听《维也纳的音乐钟》 

  你们唱得这么好，吸引来了真正的钟声。听，维也纳皇宫的音乐钟想起来了，

公主邀请我们到皇宫去为她的贵宾表演。 

  1、师讲组曲《哈里亚诺什》的故事。（多媒体出示欧洲教堂、王宫的图片） 

  2、初听乐曲引子 

  师：在音乐中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生答。（听出钟摆的滴答声。‖：1525：‖） 

  3、学唱主题课件出示音乐主题曲调的图形谱（师弹琴，生唱，生手划旋律

线唱一唱，生熟悉旋律） 



  4、分段聆听，结合音乐介绍演奏乐器。 

  5、表演主题 

  6、在教师的引导下分角色聆听整首曲子。请学生听出第一个主题出现了几

次？ 

  学生回答（4次）。 

  7、分角色完整地表演音乐。 

  （四）、师： 

  同学们，时间，象征着生命、生活，全世界的人们对此充满了希望，还有很

多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是描述钟声的。请同学们去收集吧，别忘了，下节课将搜集

到的资料带来，大家一起分享。学生聆听《维也纳的钟声》出教室。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2 

  教学内容：学习歌曲《爱唱歌的小杜鹃》；音乐知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爱唱歌的小杜鹃》，感受乐曲热烈欢快的气氛。 

  2.引导学生用 doremi 三个音进行音乐创编活动。 

  教学过程： 

  一、我是小小主持人 

  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并和大家一起欣赏。 

  二、我是小小音乐家 

  1.初听歌曲：你听了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是几拍子的？ 



  2.听歌曲：学生可以跟着小声唱一唱、动一动。 

  3.教师分句教唱歌曲。要特别注意歌曲的弱起小节和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4.在涂颜色处拍手或用打击乐（铃鼓）伴奏并演唱。 

  在学生会演唱的基础上，按照教科书的要求，在涂颜色处拍手或用打击乐（铃

鼓）伴奏并演唱。 

  5.听歌曲、自由表演 

  三、爱唱歌的小杜鹃 

  1.游戏《找朋友》。 

  2.活动《小小作曲家》 

  （1）教师做一个范例：选图片、节奏、分析创编乐曲。 

  （2）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图片进行创编、教师指导 

  （3）小组汇报展示，集体评价。 

  四、音乐知识： 

  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五、自我评价 

  教学反思：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3 

  教学目标： 



  通过朗读、质疑、认独 9个字分角色朗读能够结合上下文说说老上羊住进医

院后情感的变化、产生爱科学、学科学的变化。 

  教学重难点。结合上下文说说老山羊住进医院后情感的变化、产生爱科学、

学科学的变化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二、新授 

  1、自学。 

  2、要求。 

  3、检察预习，并及时指导。 

  4、默读课文，提出不懂得问题，并试着解决。 

  5、为什么老山羊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很不情愿后来又赞不绝口。 

  6、交流。 

  7、汇报。 

  8、学习完这课文你有什么想法？ 

  9、质疑。 

  布置作业：有语气的朗读课文。 

  课后反思：课文比较浅显好读，但是其中的个别词语读起来个别学生有一定

的困难，所以，在课上我非常认真的倾听学生的朗读，遇到学生度不准确的地方

及时的纠正。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4 

  教学目标： 

  1.感受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中欢快、活泼的情绪，并练习清晰的咬字和

吐字。 

  2.节奏创编练习，学习节奏创作的简单方法。  

  3.欣赏“映山红”，感悟时代特点及音乐的鼓舞作用。  

  4.竖笛“小宝宝要睡觉”。 

  教学重、难点： 

  学习节奏创作的简单方法，注意附点音符、休止符的唱法。 

  教具准备： 

  钢琴、磁带、录音机、打击乐器、动物卡片挂图等。 

  教学过程： 

  一、感受节奏 1.教师放音乐、做律动。 

  学生拍手律动进教室。21 世纪教育网 21 世纪教育网 

  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几个小动物，请你们看…… 

  2.出示挂图：小动物、鸡、鸟、喜鹊、蜜蜂、蝴蝶等。 

  提问：你们都喜欢哪些动物？让同学模仿动物叫声，并拍一拍。 

  3.鸡： 

  叽叽叽.××× 



  ××× 

  用木鱼敲击节奏。 

  鸟： 

  吱吱.× 

  × 

  用鼓敲击节奏。 

  喜鹊： 

  喳喳.×× 

  ×× 

  三角铁敲击节奏。 

  蜜蜂： 

  嗡嗡嗡嗡.×××× 

  ×××× 

  沙槌敲击节奏。 

  二、欣赏“映山红” 

  1.同学们，我们来回忆一下故事片“闪闪的红星”中唱的《映山红》。 

  2.这首作品表达了什么情绪？21 世纪教育网 21 世纪教育网 

  三、歌曲 

  1.放录音：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当年音乐的情绪。（爷爷为我打月饼） 



  提问：听了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歌词表现了什么情绪？ 

  学生回答：活泼、有趣。 

  2.伴奏：随琴用啦哼唱歌曲旋律。 

  3.视唱歌曲的旋律。 

  4.按节奏凑词：轻声模唱歌词。 

  5.随琴合唱，边唱边感受歌曲的情绪。 

  四、音乐创编活动学生分两组进行创编表演活动，边歌唱边表演。 

  第一组：用打击乐器，打架子鼓为歌曲伴奏。 

  第二组：编舞，用舞蹈表演。 

  五、表演：架子鼓、打击乐伴奏、歌表演。 

  齐唱表演：第一遍唱本课歌词，第二遍唱自编词。 

  六、竖笛“小宝宝要睡觉”1.学习连音奏法，以 567 三个音进行练习“小宝

宝要睡觉”。 

  2.学过的三个音编一段小曲，编好后先唱一唱，再吹一吹。  

  七、小结 

  在音乐声中结束本课。 

 

三年级上册音乐教案5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快乐的 doremi》，识记 doremi 三个音；欣赏《哆来咪》。 教

学目标： 

  演唱歌曲《快乐的 doremi》. 

  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 

  认识和演唱音符 doremi。 

  教学过程： 

  一、听唱歌曲《快乐的 doremi》 

  1.听赏歌曲 

  （1）听录音范唱《快乐的 doremi》 

  （2）请你跟琴唱一唱这三个音。 

  （3）教师演唱《快乐的 doremi》，学生接唱歌曲中的 doremi。 

  2.听唱法演唱歌曲 

  （1）轻声读歌词第一段 

  （2）听教师慢速范唱第一段歌词，学生心里默唱一遍，轻声唱一遍。 

  （3）引导学生演唱歌曲第一段，教师仔细听学生演唱，加以指导。 “演唱”

四分休止符时，可用手势动作代替 

  （4）学习演唱二、三段歌词。听录音范唱，跟琴直接演唱。 

  （5）全体演唱全曲二至三遍 

  二、欣赏《哆来咪》 

  三、音乐游戏 



 1.认识五线谱上的 doremi 的唱名位置。 

  2.跳房子游戏 

  四、演唱歌曲 

  1.再演唱过程中可不断变换演唱形式：以小组为单位或领唱与齐唱，小组派

出代表演唱等形式。 

  2.表演唱或小组表演唱、个人表演唱 

  3.进行歌词创编 

  五、自我评价：同学们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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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让我们在有趣的音乐活动中和美妙的音乐声中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2、通过小组学习、自主学习学习，独立视唱识谱，用口风琴辅助提高学生

的轮唱技能； 

  3、用平稳、悠长的气息从齐唱到轮唱，有力度对比的优美地演唱。 

  教学重点：优美、有力度层次的演唱 

  教学难点：轮唱 

  教学过程： 

  一、弹唱问好，导入新课： 



 1、听音乐导入； 

  1）、听听音乐中手铃的节奏。用三角铁、响板伴奏适合用什么样的节奏?

（黑板出示多声部节奏） 

  2）、用多声部节奏为歌曲伴奏。 

  3）、用歌声为歌曲伴奏。用 100︱567︱100︱为歌曲伴奏 

  叮咚嘣嘣叮 

  2、图片欣赏，导入本课。你觉得黄昏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

就是《美丽的黄昏》，让我们来听听歌曲中的黄昏是什么样的。 

  二、学习歌曲： 

  1.聆听范唱。感受歌曲的情绪和意境。 

  2.自学旋律，练习视唱。（观察乐谱，旋律行进的主要方式——以级进为主，

因此改变以往先学歌后视唱的学习方法，改为由同学们自主学习，独立完成视唱

曲谱。） 

  3.跟同桌相互视唱，互相帮助。 

  4.请同学单独视唱，检验自学成果，解决难点。（四度音程的跳进） 

  5.全体随琴视唱。边唱边用手指在琴键上弹奏。 

  6.用口风琴视奏歌曲旋律。 

  7.在口风琴的伴奏下填词演唱。 

  三．轮唱训练。 

  1.再听音乐，跟听自己的声部，在心里随唱。 



 2.三听范唱，找出演唱与歌谱的不同。 

  3.学生歌声与琴声做二部轮唱。 

  4.生生轮唱清唱。（观察乐谱两个乐句之间的模进关系，力度应怎样处理；

结尾的旋律下行，应怎样处理？） 

  5.随伴奏音乐轮唱。 

  6.随音乐有感情的轮唱，加入打击乐器、人声伴奏。 

  四．音乐创造：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首歌曲的情绪呢? 

  (速度、节奏、连与跳、节拍等角度，对歌曲进行改编再创作。) 

  五、结束语： 

  同学们不同风味的“美丽黄昏”带给我无限惊喜，希望同学们能用音乐创造

出更多的美丽风景，美妙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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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和体验蒙古族的音乐和舞蹈，并对其

产生兴趣。 

  2、有感情地演唱《我是草原小牧民》，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歌曲。 

  3、通过听、唱、舞、创等大量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教学重点： 



 1、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和体验蒙古族的音乐舞蹈。 

  2、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 

  教学难点：为歌曲创编不同的动作。 

  教学过程： 

  一、感受大草原。 

  1、师：小朋友们，愉快的音乐课开始了。今天的音乐课老师请来了一位小

客人，你们瞧！（出示小红马画面）它来自辽阔的大草原，今天特意来请我们到

它的家乡做客呢！想不想去？（想）那好，全体起立，我们拉好缰绳，摆好姿势，

跟着小红马出发吧！ 

  2、律动：随《我是草原小牧民》歌曲做骑马动作。 

  二、走进大草原。 

  1、欣赏草原风光。 

  2、学跳筷子舞。 

  师：（出示筷子）咦？这是什么？（筷子）你可别小瞧它，在蒙古人民的眼

里它可是跳舞的好道具呢！老师看到有些小朋友似乎有些怀疑，那让老师给你们

跳一段吧！ 

  （1）师示范动作。 

  手位：简单的筷子交叉敲击动作脚位：前蹲、后仰。 

  （2）师：怎么样？信了吧！谁学会了？ 

  （3）指名学生上台示范动作——师指导——台上学生带领大家一起跳——

全体学生跟音乐齐跳。 



 3、变化筷子舞节奏。 

  （1）师：简单的筷子舞小朋友一学就会了，现在老师要给筷子舞变个魔术，

你们仔细找一找，它变在哪？ 

  （2）师示范。 

  在第二乐句和第四乐句的最后一小节加入 __X。 

  （3）学生说——练习 __X。 

  4、师：小朋友的眼睛可真亮啊！（出示节奏谱）变变变，你们瞧！这个新

节奏变到这儿来了，老师用红色的符号表示，还变了一个动作在这儿呢！（师示

范） 

  5、师生合作表演节奏：我邀请你们跟老师合作一下，我来念前面的节奏，

你们来念后面红色的节奏，可以吗？ 

  （1）师念前面节奏，生念后面。 

  （2）念前面节奏，生敲后面。 

  （3）师：敲的这么好，我也想加入你们的队伍，我来敲前面的节奏吧，你

们还是敲后面的部分。（师敲前面节奏，生敲后面） 

  （4）师：用你们的节奏告诉老师它的节奏，让筷子发出声音吧！（学生完

整敲击歌曲节奏） 

  （5）播放《我是草原小牧民》歌曲，生随音乐齐跳。 

  （6）师：这么厉害，看来难不倒你们，如果让你们加入脚步来跳，会吗？ 

  6、加入脚步师生齐跳。 

  7、师生随音乐齐跳筷子舞。 



 三、歌唱大草原。 

  1、师：欢快的筷子舞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而草原上小牧民的生活更是

多姿多彩，他们勤劳、勇敢、放牧、欢歌，你们听。 

  2、聆听范唱《我是草原小牧民》。 

  3、随琴哼唱：你觉得小牧民在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跟着老师的琴声高兴的唱起来吧！ 

  4、指导缺点： 

  “草儿青青羊儿肥”————青青的草儿跳起来了，肥壮的羊儿扭起来了！

（休止符、前倚音） 

  5、随老师琴声再唱。 

  6、师生用欢快的歌声对唱：听到小牧民唱的这么自豪，老师也想来当一回

神气的小牧民，让我们来比一比，谁唱得更神气？（师生随琴接龙唱） 

  7、师：唱得比老师还神气，我可有点不服气，我要拿出筷子，边唱边跳跟

你们比一比。师生接龙加入筷子舞表演唱。 

  8、师：小朋友的表演就像草原上一个个神气的小牧民，现在就让我们唱起

歌，跳起舞，做一回真正的小牧民，好吗？ 

  9、拓展。 

  师：今天老师和小朋友在草原上度过了快乐的一节音乐课，我们一起骑马、

唱歌，最高兴的是一起学习了筷子舞。其实呀，筷子舞只是蒙古舞蹈中的一种，

聪明的蒙古人民还能用许多生活中的东西跳出一段一段好看的舞蹈呢。你瞧！（出

示蒙古族各种舞蹈画面） 

  四、告别大草原。 



  1、师：蒙古的舞蹈多姿多彩，蒙古的人民热情好客。瞧！小红马又来了，

让我们骑上小红马跟大草原告别吧！ 

  2、播放歌曲，生随音乐唱起歌，边跳边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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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指导学生用甜美、欢快、自豪的情绪演唱歌曲。 

  2、学习掌握四三拍的指挥手势，边指挥边唱歌曲。 

  3、态度情感通过学唱和欣赏，激发学生热爱音乐，教育学生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学生随歌曲《小白船》音乐进教室，进一步感受三拍子音乐，为学唱歌

曲作铺垫。 

  2、师生以音乐形式问好。 

  3、发声练习。 

  4、节奏训练。（四三拍） 

  二、感受歌曲，激发兴趣 

  1、教师谈话导入并揭示课题：《我们多么幸福》。 

  2、多媒体展示课本图片并放歌曲录音，指导学生讨论并展开想象。 



  （1）学生交流旧社会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2）新旧对比，学生谈一谈自己的幸福生活。 

  学生分组讨论并展开想象，谈一谈都看到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谈一谈自己如何理解幸福。 

  三、学唱歌曲 

  1、用多媒体出示曲谱，指导学生分析节拍特点。 

  2、指导学生分析节奏难点，读出节奏，找出延音记号。 

  3、指导学生分小组、分乐句、借助教师的伴奏学唱曲谱。 

  4、指导学生按节奏、有表情朗读歌词。 

  5、教师分句教唱第一乐段。强调衬字“哈哈哈”的演唱方法。（轻巧，富

有弹性，表现歌曲的欢快气氛。） 

  6、第二、三乐段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学，教师适时指导。 

  四、演绎拓展 

  1、介绍四三拍子的指挥要领，学习四三拍的指挥手势。 

  2、教师伴奏并指导学生边指挥边演唱。 

  五、教师：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美好的今天！ 

  六、伴着《我们多么幸福》的音乐走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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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并通过其他创编活动来初步感受内蒙古歌舞的民族

风格。 

  2、通过小组合作表演等音乐实践活动，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提高学

生创造音乐美的才能和合作协调能力。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在小组集体活动中，用各种创编活动来感受内蒙古歌舞的民族风格，

激发学生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 

  2、创编活动，节奏练习，旋律片段创作，掌握四分音符和二分音符。 

  教具准备 

  钢琴、录音机 、磁带、打击乐器（碰铃、铃鼓、双响筒）。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拍手进教室。 

  2、确立良好坐姿，明确课堂纪律，师生问好。 

  二、复习歌曲 

  1、发声练习：1 2 3 4 │ 5— │ 5 4 3 2 │ 1 — ‖ 

  小猫 爱吃 鱼， 鱼。 

  2、实践模唱，复习歌曲《摇啊摇》、《小酒窝》。 

  三、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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