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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段课程标准

、

五年级下学期音乐年段课程标准

一、总目标

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是中小学音乐教育最基本的理念，应渗透在各个不同的教学领 

域中，通过音乐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及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审美 

感知，丰富审美情感，发展审美想像，深化审美理解，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 

力。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 

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素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 

操。上述课程目标内含在以下三个层面的表述中。

（一）感受与鉴赏

感受与鉴赏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 

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 

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趣，养成 

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鉴赏音乐的经验。应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音乐体验，鼓励学生对所听音乐有独立的感受与见解，帮助学生建立起音乐与人生的 

密切联系，为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

（二）过程与方法

对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感到好奇和有趣，能够用自己的声音或乐器进行模 

仿。能随着熟悉的歌曲或乐曲哼唱，或在体态上作出反应。能听辨不同类型的女声和 

男声。知道常见的中国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并能听辨其音色。在感知音乐节奏和旋 

律的过程中，能够初步辨别节拍的不同，能够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能够感 

知音乐主题、乐句和段落的变化，并能够运用体态或线条、色彩作出相应的反应。

（三）知识与技能

聆听少年儿童歌曲、颂歌、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艺术歌曲、通俗歌曲等各种体 

裁和类别的歌曲，能够随着歌曲轻声哼唱或默唱。聆听不同体裁和类别的器乐曲，能 

够通过律动或打击乐对所听音乐作出反应。能够区别齐唱与合唱、齐奏与合奏。能够 

初步分辨小型的音乐体裁与形式，能够聆听音乐主题说出曲名，每学年 2～4 首。

二、表现

表现是实践性很强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习音乐的基础性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 

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自信的演唱、演奏能力及综 

合性艺术表演能力，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及创造性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 

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使学生享受到美的愉悦，受 

到情感的陶冶。

三、创造

创造是发挥学生想像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积累音乐创作经验和 

发掘创造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音乐创造包括两类学习内容：其一是与音乐有关的发掘学生潜能的即兴创造活 

动；其二是运用音乐材料创作音乐。其中第二类内容与音乐创作有关，但区别于专业 

创作学习。

四、音乐与相关文化

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 

学习领域。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提高学 

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它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相对独立的 

教学内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又蕴涵在音乐鉴赏、表现和创造活动之中。为此，这 

一领域教学目标的实现，应通过具体的音乐作品和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来完成。

二、本学期教学设想

教学设想及措施：

1、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

2、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

3、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必要的音乐审 

美能力。

4、音乐课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活动。在音乐教学活动中，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实践。

5、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的情感。

6、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鉴赏音乐的美。

7、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8、以审美为中心。

9、以（音乐）文化为主线。

10、加强实践与创造。

11、加强综合与渗透。

12、把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贯穿于始终。



五年级音乐课教学进度设计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1 3

14

1 5

16 

1 7

18

时间

3.1-3.4

7-11

14-18

21-25

28-4 月 1

4-8

11-15

18-22

25-29

5 月 2-6

9-13

16-20

23 27

30-6 月 3

6-10

13-17

20-24

27-7 月 1

教学内容

聆听 《让世界充满爱》

《爱的奉献》

演唱 《歌声与微笑》

《同一首歌》

聆听 《我爱家乡山和水》

《山路十八弯》

演唱 《我是苗山画眉鸟》

《山里好比春江水》

聆听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欢欣的日子》

演唱 《雨花石》

《红星歌》

聆听 《黄土高坡》

《对花》

演唱 《看风景》

《拥军花鼓》

聆听 《邮递马车》

《龙江阿里郎》

演唱 《划船曲》

《故乡恋情》

聆听 《夏令营》

《我们去爬山》

演唱 《夏令营旅行歌》

《像兄弟姐妹一样亲》

聆听 《海港之夜》

《海滨音诗》

演唱 《大海啊，故乡》

《海滨之歌》

聆听 《京调》

演唱 《甘洒热血写春秋》

《谁说女子不如男》

课时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执行情况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清明节一天 

完成

完成 

完成

劳动节一天 

完成

完成 

完成

儿童节一天

端午节一天

完成



第一单元教学计划

曲名     课堂活动          课程内容    音乐与相关教 时

文化

随 音 乐 用 动 作  1.掌 握 歌 曲 中 弱

感       《让世界充满 表 现 歌 曲 的 情起小节的音乐特点。           1 课时

受      爱》 感。           感受歌曲不同的音

与（聆听） 乐情绪变化。

鉴 2.学 会 聆 听 和 哼

赏 唱。

《爱的奉献》 1. 学会歌 曲的1.能 从 乐 曲 的 听 赏
全部手语。     中体会作品的内涵 1 课时

2. 用手语表现与情感。         了解音乐艺 

歌曲。         2.参 与歌 曲 的演 唱术在关注人 

和表演，能准确表达类生存、发展

歌曲情感。       中 的 巨大作 

1.为 歌 曲 齐 唱1.指 导 学生用轻快用，增强对人

具                     的 部 分 创 编 节而有弹性的声音演 类生存、发展

体       《 歌 声 与 微奏。           唱本课。         的责任感。 1 课时

表      笑》           2.根 据 歌 曲 的2.掌握歌 曲 的 力度

现（演唱）            情绪用创编的节 标记处理以及#5  音
形                   奏伴奏。       的音准。

式

1.采用 多种形式

《同一首歌》 和 方 法 演 唱 歌

曲。

2.欣 赏《 同一首 

歌》不同的声乐  

表现形式，开阔  

学 生 的 音 乐 视 

野。

活动                   启 发 调 动 学 生

“爱”的主题创以多种艺术形式 
作           表达以“爱”为

主题的诗歌、摄 
影等。

《 歌 声 与 微创编集体舞、歌 
笑》         表演。
（歌表演）

1.启 发 引导 学生通

过学唱歌曲深化歌             1 课时

曲的意境和内涵。

2.用和谐 的 声音完 

成各个声部之间的  

配合。

通过创编与表达抒 用各种艺术 
发学生心中的“爱”，表现形式表

多方面地培养学生 

表现音乐的手段与 

能力。

培养孩子们表现音 
乐的情趣和集体主 
义合作意识。

达“爱”的主 

题，拓宽学生 

的艺术表现 

力。



课    题   聆听《让世界充满爱》                总  第 1 课 时

教学目标：

1、让同学们在各种爱心故事、演唱、表演等活动中体验、感受：爱------ 
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

2、在学习中，探索学唱新歌的方法，练习自然而有感情地演唱，注意保护 
啜子。

教学重点、难点：

探索学唱新歌的方法，练习自然而有感情地演唱。能全身心投入各种表演 
活动中体验和感受。

引导学生主动地探索并积极参与活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手式卡纸、小品道具、钢琴。 

教学设计：

（一）爱心故事导入、创设情景。

1、展示四幅有关爱心的多媒体画面，教师在背景音乐《让世界充满爱》的 
旋律中动情解说（A 非典事迹 B 抗洪抢险 C 美国 9.11 救灾现场 D 希望工程）

2、师：这四幅画面共同说明了一个怎样的情感主题？

3、师小结，展示主题《让世界充满爱》

（二）学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1、展示多媒体画面介绍音乐人    郭峰并简单的介绍《让》作品。

2、播放 MTV《让》学生欣赏

3、师提供三种学习新歌的方法让学生按自己学习习惯选择学习（A 跟钢琴 
演唱歌词 B 跟钢琴演唱歌谱 C 跟钢琴哼唱旋律）

4、跟钢琴练习，要求找到自己感觉演唱比较困难的地方

5、请学生提出问题，全班同学帮助解决并提出 OX 节奏与X- - -在演唱时 
应如何把握。

6、再次跟钢琴练习，要求声音柔和、抒情，有感情地演唱

7、尝试用领唱、合唱的方法练唱。

要求：（1）声音统一 气息通畅（2）节奏准确 充满感情

（三）爱心感悟

1、分析讨论：四人一组合作分析表格曲名 速度 演唱形式 表情 风格 内 
容主题《让世界充满爱》

2、得出答案：曲名 速度 演唱形式 表情 风格 内容主题《让世界充满爱》 慢 
板 领唱、合唱 柔和、抒情 现代流行

2、提问：通过分析你知道音乐情感与人的情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

3、出示多媒体，爱心感悟：

A 音乐的情感来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B 音乐形式千姿百态，爱------人类永恒的主题永不改变。

（四）爱心创作

1、展示多媒体：爱心小天使的爱心创作任务，画面上有四个爱心宝盒，请 
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任意选择并点击其中一个爱心宝盒，爱心宝盒弹开并显示爱 
心创作的任务。A 请你们小组成员群策群力做一个爱心礼物B 请你们小组成员



按教师提供的道具编一段爱心情景剧，加油哦！C 请你们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写 
一首爱心小诗，努力哦！D 请你们小组成员在爱心演出中表演一段歌舞，你们 
一定很棒！2、在音乐声中学生活动

3、展示各组爱心创作作品，各小组之间进行评价

（五）教师小结，在《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声中结束课堂。

课    题   聆听《爱的奉献》                    总  第 2 课 时

教学目标：

通过音乐实践活动，让学生感悟到“爱”这种博大的感情。

歌颂友谊，赞美真情，鼓励学生要做一个富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

教学重点、难点：

感受音乐作品的情绪变化，体验作品所表现的意境，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

教学设计：

1、律动进教室

2、师生问好

3、综合训练

A．聆听《爱的奉献》

B．随歌曲轻声哼唱，结合歌曲前后两部分的情绪对比，鼓励学生用动作、 

表情来对歌曲的情绪变化加以表现，同时了解歌曲的演唱形式对塑造音乐形象 

所起的作用。

C．演唱歌曲。

“爱”是人类歌颂的永恒主题。歌曲《爱的奉献》以感人的旋律和质朴

的语言，赞美了奉献精神，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

D．复唱歌曲，直到学会，了解歌词内容，根据歌词内容了解其感受这首歌

曲的情绪。

教学反思：

让学生感受到“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是人类最无私的奉献，更是人

们最真挚的情感。使同学们充分感悟人与人要和谐相处，做一个富有爱心的孩

子，树立让爱洒满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文意识。



课    题   演唱《歌声与微笑》                 总  第  3  课 时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歌曲轻松活泼的音乐情绪和歌颂友谊的寓意；

2、知识和技能目标：能用亲切、甜美的歌声演唱歌曲，自然和谐的唱准唱 
好二声部。

3、方法与过程目标：初略体验感受到和声小调音阶中"#5"在歌曲中带来的 
色彩变化；师生合唱-生生合唱、部分-全体合唱等方法自然过渡。

教学重点、难点：

培养学生能用轻快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声与微笑》，表达团结友爱的美 
好情感。

学生能用自然和谐的声音唱准、唱好二声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旋律卡片、钢琴。 

教学设计：
一、引入新课：

1、师唱《歌声与微笑》主旋律，生找到主音和变化音：6#5

2、学生听 6 和#5 各做一个身体反应的动作。

3、练习和声小调音阶，唱准、唱稳变化音#5。

(设计意图：通过老师唱、钢琴弹让学生在听觉上达到已有 2-3 遍的 6 和升 5 
的音高概念，为二声部旋律的学习做下铺垫。）

二、熟唱二部：

1、师钢琴弹一条旋律，生听出并在旋律卡片添上"漏"了的音(4#5 6)。

2、我们来检查一遍，填对了没有。 (着重挑一两个较难的小节练一下)

3、如果填上歌词你们会唱吗?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比比谁唱的准、谁唱的 
最美！

(设计意图：通过"填空"的方法，巧妙的引入歌曲二部旋律，用竞赛的方式让学 
生以最短的时间内唱熟第二声部，为下面合唱环节打下牢牢的根基。)

三、尝试合唱：

1、咦！我们唱的像是什么歌曲呀?。哦！《歌声与微笑》(点题并出示课件 
简介歌曲来历和背景)听范唱，听出两个声部的请举手，并说说你的感受(如歌 
曲速度、情绪、演唱形式的变化等)

2、我们来复习一遍高声部，请唱的最好几位"歌手"上台展示(同时老师唱 
二声部)其他同学听整体效果并评价我们唱准了没有。

3、师范唱歌曲 A 乐段，通过对比两种不同唱法，学生模仿学唱 8 度大跳下 
滑音唱法；通过八度找音等细致的方法分析歌曲帮助学生更好的唱稳二声部。 
并分声部尝试合作。

4、合：先师指挥，生清唱；再师钢琴伴奏，全班合唱。变化不同方式、巩 
固声部，有不理想的地方及时发现并练习改善。

(设计意图：通过不同方法和方式，层层递进，让学生在听觉上建立稳定和谐的 
二声部概念，再到师生、生生初步尝试合唱。)

四、表现创作：

1、演唱形式：领唱与合唱的合作



2、舞蹈律动：师生共同设计简单合适的律动表现歌曲情感情绪

五、拓展视野：

1、听：两个版本的童声合唱(广播少年合唱团与银河少年合唱团)，简易听 
出共同之处与你认为不一样的地方。

2、看：1989 年央视春晚由蔡国庆首唱的《歌声与微笑》视频，进一步引 
导学生了解此曲热情洋溢、歌颂友谊，在很多晚会和各种场合中出现，深受大 
家喜爱，传唱天涯海角，唱遍国内海外。

(设计意图：适当拓展，让学生了解《歌声与微笑》的创作背景与这首歌的经久 
不衰、广泛流传。)

教学后记：

《歌声与微笑》电视媒体经常播出，耳熟能详，孩子们已经很快学会单声 

部，所以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二声部部分。两个声部基本形成三度的关系，音准 

不难掌握，结合教材中的三度练习曲，进行练习。二声部中的 sol 到升 sol 的 

地方也可用手号提示音准。另在音乐表现与创作活动中，我创设情境，让孩子 

们在音乐歌声中互送微笑，体验到歌曲欢快、热情洋溢的真情！让孩子们从内 

心深处感受到了微笑的美好和所蕴涵的力量。

课题：演唱《同一首歌》                         总  第  4  课  时

教学目标：

1. 为歌曲《同一首歌》设计不同的演唱形式进行歌表演。

2. 背唱歌曲《同一首歌》，谈谈你对这首歌曲歌词的理解。 
教学重点、难点：

1. 唱唱书中的谱例，感受不同节拍、不同速度对情感变化的作用。 
2.了解歌曲的演唱形式，创造性地用动作表现音乐情感上的变化。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光盘，VCD。 

教学设计：

1、律动进教室

2、师生问好

3、聆听歌曲《同一首歌》

体会歌词内容，有感情地背唱歌曲，唱出人们对美的向往和渴望。

第一乐段共四个乐句，采用轻声唱法去处理，要自然、亲切；在音色上要柔 
和、甜美。

演唱歌曲。演唱过程中应平稳、抒情，情绪饱满，但不能拖沓，以表现既亲 
切又热情的歌曲风格。

第二乐段是全曲的高潮，要充满深情，增强力度，努力突出丰满和谐的声音 
效果，把人们的情绪引入一个新的层面。

最后结束句要唱得稳定、结实，唱出欢乐的感受，表达人们的向往和追求。 
复唱歌曲，全班同学一起把本节课歌曲再演唱一遍。

再唱歌曲。 
教学反思：

感受音乐作品的情绪变化，活动中在感受、体验歌曲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音乐实践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进行设计，并能自信地为大家表演。



第二单元教学计划

曲名     课堂活动

听赏歌曲，

感       《我爱家乡山 比较歌曲两段谱

受      和水》（齐唱）例的不同。 
与（聆听）

鉴 
赏

《 山 路 十 八    随音乐哼唱

弯》         歌曲，感受衬词

（女声独唱） 在音乐中的表现 
作用。

具       《我是苗山画    学跳苗族的

体      眉鸟》       舞蹈动过，并随

表                   歌曲表演。

现（演唱） 
形
式

课程内容

感受歌曲优 

美清新的风格， 

并随音乐哼唱， 

自己创编的新歌 

词。

体现山歌了 

流畅优美高亢的 

风格特征。

练习曲谱中

音 乐与相关文教 时 
化

1 课时

学 习 本 民

族浓郁地方特1 课时 

点的作品，增强

学生的民族意 
识，培养同学们 
爱祖国爱家乡 
的民族精神。

的滑音，掌握“3 ”
降半音的音准。               1 课时

《山歌好比春    为歌曲设计    掌 握 歌 曲 的 
江水》       不 同 的 演 唱 形节拍转换，感受

（演唱）    式，创编赞美家 壮族山歌的风格               1 课时
乡的诗词。     特点。



课    题   聆听《我爱家乡山和水》        总  第  5  课  时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听赏歌曲，感受歌曲优美清新的风格，并随音乐哼唱，自己 
创编新歌词，比较歌曲两段谱例的不同。

过程与方法：通过聆听与演唱，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会合作，探究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聆听与演唱，培养学生赞美自己的家乡，热爱自 
己的家乡。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感受歌曲优美清新的风格，并随音乐哼唱。 
教学难点：感受音乐情绪，比较歌曲两段谱例的不同。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播放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学生听音乐顺序进入教室，师生问好，发声 
练习。

二、探究交流，合作学习。教师推出课件，讲解背景，点拨。

1、听赏《我爱家乡山和水》这首歌曲，启发学生，感受歌曲对家乡的赞美。

2、再次欣赏《我爱家乡山和水》，问：请问小歌唱家演唱的家乡指的是哪 
里？感受并描述歌曲的清新、明快、优美与欢唱。

3、学唱《我爱家乡山和水》，引导学生接触视唱，并指导学生用悠长的气 
息唱出舒展优美的歌声。

4、学生水清哼唱歌曲，但这首歌曲曲调较高，结束的高音可用假声演唱。

5、歌曲中的衬词部分是最有特点的段落，自豪、高兴、活泼、快乐，教师 
和学生一起反复体验和哼唱，感受歌曲的风格和愉悦感。

6、说说描绘自己家乡的诗篇，教师配乐。

7、再次完整欣赏与哼唱歌曲。

（设计意图：深刻理解作品内涵，激发同学们热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的 
思想感情）

三、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创编舞蹈：小组谈论如何表现歌曲的美感和深情。

教师指导评价，学生分组创编舞蹈，汇报表演、评价 
四、课堂小结。

学生自我总结、教师总结 
五、作业

画画爱家乡的图画，自己拍照的美丽的祖国风光山水等。



课    题  歌曲《我是苗山画眉鸟》         总 第  6  课时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我是苗山画眉》，激发培养同学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与 

情感，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用甜美的声音饱满的热情演唱，学跳苗族的舞  

蹈动作，并随歌曲表演。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练习曲谱中的滑音 
难点：掌握   音的音准。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学生走进教室。   2、师生问好

二、新课教学 
导入新课

1、感受音乐

（1）简单地介绍苗族的相关知识

苗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多姿多彩的民族，苗族的主要颁布地在贵阳市州和湖  

南、广西。苗族取胜居地最大的特点是盛产各种木材和土特产，保持灿烂古朴的 

民族传统。

（2）听教师完整地范唱一遍

2、鉴赏音乐

（1）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2)对于歌曲中出现的    音通过下面的基本练习来解决。 
随琴练唱（通过     小二度级进    ，便于学生掌握）

随琴练唱（小三度跳进到   ，难度增加）

(3）节奏练习

（4）带领学生随琴演唱歌曲的第一段

（5）让学生自己学习第 2 段歌词。

3、表现音乐

（1）随琴完整地演唱歌曲   （2）学习图中苗族舞蹈的几个动作，并随音 
乐跳

4、创造音乐    学生自行创编舞蹈动作来表现歌曲

四、老师小结 
教学反思：

听听歌曲后，学生们知道鸟的歌声也是美丽的，知道了大自然许多声音是美 
丽里的，从而激发了他们热爱大自然的一切生物。



课    题   聆听《山路十八弯》            总  第  7    课时

教学目标

通过聆听本歌曲，感受衬词在歌曲中的表现作用体验山歌流畅优美 ，高亢 
的风格特征。

教学重点、难点

滑音和衬词的运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学生走进教室。   2、师生问好

二、新课教学 

导入新课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在1998 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有一位 

女歌手以高亢、明亮的声音演唱的一首湖南土家族风格的民歌吗？

（2）让我们来欣赏李琼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2、鉴赏音乐

（1）歌曲分析：这是一首湖北民歌风格的女声独唱歌曲，旋律高亢、清脆、 

热烈、奔放，富有典型的土家族山歌特点，曲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充满了特 

殊的生命力和震撼力。

（2）再听歌曲；感受歌曲曲调的自由奔放，似一位少女站在高山上向着太 

阳大声呼喊。

（3）滑音和两小节衬词的运用使歌曲更具民族

3、表现音乐

民族随琴演唱歌曲的谱例，在老师的指导下掌握滑音、切分音、前倚音、后

倚音，形成鲜明的对比长短结合经过衬字把歌曲推向高潮。

4、创造音乐   介绍一些土家族的相关知识

三、老师小结

鼓励学生用画笔画《家乡美》。



课    题   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总 第  8    课时

教学目标

以美丽的家乡、美丽的传说、美丽的山歌感染学生，激起他们热爱家乡之情； 

学会歌唱《山歌好比春江水》；通过学习对广西山歌文化有初步了解。

教学重点、难点

以学唱《山歌好比春江水》为主，感受广西的美。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学光盘，VCD。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新课教学

1、引出课题，提出问题“广西美在哪里？ 

学生活动：讨论广西美的地方。

师：讲解广西美：山 水美、传说美、山歌美；

2、创设美的意境让学生看电影《刘三姐》的片段； 

学生活动：学生多种方式的练唱歌曲。

设计意图：课堂通过听、看、说、练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学唱《山歌好比春江水》》欣赏《唱歌好》《年年三月是歌节》 

师：范唱、指导学生演唱歌曲。

学生：欣赏歌曲。运用多媒体课件上课可以把声音、图片、视频结合在一起， 

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的了解。丰富了课堂内容。

三、拓展

学生：对不同版本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发表自己的看法。 

四、小结

作业收集反映家乡美的图、画、诗、歌。



第三单元   难忘的足迹

一、单元目标

1.通过本单元的教学，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 

望，并认识到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多少革命志士献出宝贵的生命。 

如果没有前辈们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2.通过欣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感受在残酷的战争中，游击 

队员们乐观向上革命大无畏精神，和誓与鬼子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3.聆听《欢欣的日子》，感受特定的年代，人民群众，打土豪分 

田地的高兴心情。了解民族吹管乐器中“管子、笙”的丰富表现力。

4.指导学生用深情、缅怀、激动的情绪，演唱《雨花石》，用乐 

观、坚定、豪迈的声音来表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二、 课时安排方案

课时

二

听 听

《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

《欢欣的日子》

唱 唱

《雨花石》

《红星歌》

活 动

聆听感受与演唱歌曲。用动作表现歌曲 
的真挚情感。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1.用快慢两种情绪演唱歌曲，找出合适的 
速度表现歌曲。

2.了解“南京雨花台”的历史史料。

1 ．通过图片来了解民族管弦乐队，认识 
“管子、笙”及在乐队中的作用。

2.了解解放初期土地革命的相关史料。 
1.了解、观摩电影《闪亲红星》故…… 
2.根据歌曲的内容，队列表演并演唱。

三 
 
 
 
 

四



课    题：欣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总第 9 课时

教学目标：

1.聆听感受与演唱歌曲。用动作表现歌曲的真挚情感。

2.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根据歌词内容即兴表演。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视唱练习   3.复习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

介绍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及插曲。通过网络或DVD 播放《弹起我心爱

的土琵琶》电影片段，让学生感受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人们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及其

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2）教师范唱歌曲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中国电影《铁道游击队》1956 

年由的插曲，芦芒、何彬作词，吕其明作曲。它的开头轻柔，后段加快，在描写 

抗战的歌曲中较为罕见。

（2）初听歌曲，使学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3）感受 4/4、2/4 的变化规律。

（4）介绍土琵琶。

（5）复听音乐，说说书中谱例 1、2 在歌曲中各出现几次。

（6）再次复听全曲，说说歌曲在进行中速度有怎样的变化，表现了什么？ 

3.表现音乐，哼唱歌曲。

三．教师小结



课   题：歌曲《雨花石》                               总第 10 课时

教学目标：

1.在唱歌实践中，准确把握歌曲节奏。

2.能较到位的表现歌曲中的断连区分，并能正确演唱切分音和前倚音。 
3.能用连贯优美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雨花石》。

教学重点：通过歌唱教学，使学生受到一定的思想教育。 

教学难点：掌握休止符，在歌唱中能体会休止符的作用。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发声练习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师：同学们，上节课老师让大家到户外去收集一些你自己比 

较喜欢的小石头，现在请大家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教师与学生一起观察小 

石头，并引导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发现石头的自然之美。师：老师今天也带来一些 

石头，你们看一看，它们美吗？〈出示图片雨花石〉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美丽的 

石头。请猜猜它们的名字？（雨花石）

（2）听教师范唱，给学生一个初步印象。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雨花石》是一首旋律优美，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是电视 

连续剧《红红的雨花石》的主题歌。歌曲以第一人称抒怀了许多无名先烈为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恰似小小石子铺起的一条五彩路，让人们去 

迎接黎明迎接欢乐。

（2）教师讲解：关于雨花石的来历。

（3）读歌词

（4）随琴模唱，指出休止符的地方，教师示范，学生模仿。教师弹唱示范， 
学生学唱，学生跟琴轻声唱。

（5）随琴填词

（6）纠正不足之处。

（7）完整地演唱歌曲，边唱边划拍。 
3.表现音乐

分四组情境表演。

三、教师小结



音乐课案例设计

课   题：欣赏《欢欣的日子》

教学目标：

1. 感受乐曲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演唱作品的谱例。

2. 体验三种不同乐器的演奏效果。

教学重点：认识民族吹管乐器“管子、笙”。

教学难点：乐器在作品中的运用。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总第 11 课时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复习歌曲《雨花石》。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岁月易逝，精神永恒。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可不管 
您身居何处，不管您在哪里生活，只要您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能忘记这段历 
史，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的欢乐的日子。

（2）初听乐曲，给学生一个完整印象。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欢欣的日子》是朱践耳先生 1952 年的作品，原是为大型 
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创作的插曲。全曲由三个部分组成，另加一个引子和 
尾声，引子描写了一个喜气洋洋、欢天喜地的热烈场面。

（2）初听全曲，介绍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并展示民族乐器“管子、笙” 
的图片。

（3）分段细听，引子—合奏—表现：翻身的日子到了，人们欢呼、跳跃、喜 

庆；第一部分—板胡—表现：农民分得土地后的激动和感激；第二部分—管子— 

表现：一位老贫农翻身后得意地哼着小曲；第三部分—合奏与吹管乐—表现：乐 

队之间欢乐对答与吹管乐的长音，展示了广大翻身农民内心无法控制的炙热的感 

情；尾声是引子的变化再现。

（4）精听全曲，同学们可用各种表现形式来表现乐曲不同段落的思想情绪。
三、教师小结



音乐课案例设计

课   题：歌曲《红星歌》                               总第 12 课时

教学目标：

通过教师对电影《闪闪红星》的讲解和视频观摩，从小激发学生爱国主义

情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教学重点：学唱歌曲。

教学难点：感受歌曲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风格。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师生问好。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八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为了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他们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2）听教师范唱，给学生一个初步印象。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这首歌曲是电影《闪闪红星》中的插曲，2/4 拍，进行曲风 

格，一段体结构，是一首带有雄壮和抒情意味的儿童歌曲。歌曲包括齐唱、合唱 

两个部分。齐唱部分分为两个乐句，由雄壮有力的号角式；合唱部分由四个乐句 

组成，旋律波浪式上升。

（2）读歌词。

（3）随琴哼唱曲谱。

（4）随音乐边划拍边演唱，注意每句歌词的词头要咬住，重音记号要表达清



楚，要强调“行进”与“队列”的歌唱感觉。

（5）完整的演唱曲谱，边指挥边演唱，应先根据 2/4 拍的特点，先做强弱、 

强弱的拍手练习（如：拍手强，点掌弱），然后再根据指挥图式（强——外打， 

弱——里上），边唱边做指挥练习。

（6）纠正不足之处，体会二拍子的特点。 

3.表现音乐

随歌曲，边唱边自编动作。 

三、教师小结

第四单元  黄土歌谣

一、单元目标

1.鼓励学生深刻的关心了解大西北广袤的地域文化，引导学生体 

验感受黄土高坡独特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特点，激发学生对祖国西部地 

区的向往和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热爱。

2.聆听《黄土高坡》，体会现代“西北风”民歌表现特点。通过 

对民乐合奏《对花》欣赏，体验器乐演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表现力， 

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3.指导学生用热烈、欢快的情绪演唱《看风景》《拥军花鼓》， 

并用陕北的秧歌和锣鼓来表现歌曲。

二、课时安排方案

活 动

《黄土高坡》 
（女声独唱）

《对花》

1.用锣鼓象声词为歌曲伴奏。

2.合作讨论，按歌曲情境边唱边表演

1.学习秧歌十字步。

2.学习陕北秧歌《边区是个好地方》

音乐游戏《击鼓传花》，用鼓谱为乐 
曲伴奏

《看风景》

《拥军花鼓》

一

 
 
 
 
 
 

二  
 
 
 

三

唱 唱听 听课时



音乐课案例设计

课   题 ：欣赏《黄土高坡》 

教学目标：

总第 13 课时

1 ．解陕西民歌的特点。

2 ．哼唱歌曲，感受曲调高亢、明朗、粗犷的风格情绪。 

教学重点：为歌曲划分段落。

教学难点：按指挥图示边听边指挥。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复习歌曲《红星歌》。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出山的太阳，像少女羞涩绯红，看一眼让人心跳。 

摆柳的风，软绵绵的抚摸着黄土高原宁静的土地。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欣赏《黄土高坡》。

（2）初听音乐，给学生一个整体形象。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黄土高坡》是一首高亢、抒情的西北风流行歌曲。



由引子和 A、B、A1 三个段落构成。高亢豪放的歌声，昂扬的生命激 

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思索中滚滚向前。歌曲在音调上继承 

了陕北民歌高亢。粗犷的音乐特点，节奏上突出现代生活气息，歌颂 

了中华民族发源地的黄河文明，流露出对故土的深深爱恋。

（2）再听歌曲，感受节奏和速度的变化。

（3）听歌曲，轻声随唱。

可采用：领唱、齐唱、小组接唱、表演唱等形式。（假声， 

不要喊叫）

（4）边唱边打节拍。

（5）分组进行展示。

三、表现音乐

说说歌曲二拍和三拍不同情绪

四、教师小结



音乐课案例设计

课   题：歌曲《看风景》                               总第 14 课时

教学目标：

1．掌握连续上行的四度音程级近和八度大跳的音准。

2.掌握不同的演唱情绪。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注意情绪变化。

教学难点：曲谱的演唱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设计

二．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发声训练，移调练习从 1= C 至 1=G

1  3  5  3  ︱ 1  — ‖

二．新课教学

1.感受音乐

（1）导入新课：你最喜欢哪的风景？（学生回答）

（自己的家乡）

（2）教师范唱歌曲

2.鉴赏音乐



（1）教材分析：《看风景》是典型的具有陕北风格的山歌，情绪奔  

放，曲调高亢，节奏及舒缓自由，又活泼热烈，乐句之间对比强烈， 

充分显示出山里人质朴豪爽的性格。整个旋律用重复手法写成的，上 

下四度音程的运用，使歌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

（2）学生再听歌曲轻声哼唱旋律。 

先用 u，在用 a，最后用唱名。

（3）读歌词，按节奏进行。

（4）随琴填词。

注意唱好歌曲前段部分的第二小节的第二拍接第三小节的八度 

和连续四度音程大跳。教师范唱

（5）反复练习，也可逐句教唱。

（6）完整演唱歌曲。 

（7）个人展示成果。 

三．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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