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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次大单元教学设计围绕人音版艺术唱游·音乐五年级上册《第二课 足迹》

的教学内容展开。本课以“足迹”为主题，通过聆听和演唱不同地域、不同时期

的经典民歌和歌曲，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审

美感知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具体教学内容包括：

聆听：

《嘎达梅林》：蒙古族民歌，安波记谱译配，通过这首歌曲让学生感受蒙古

族音乐的风格特点，理解歌曲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钟维国编合唱，通过这首歌曲让学

生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体会歌曲中的爱国主义情感。

演唱：

《雨花石》：肖仁、徐家察词，龚耀年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情感深沉，

适合学生演唱，通过演唱让学生感受歌曲中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我怎样长大》：吴天忍词，徐景新曲，这首歌曲以儿童的视角探讨成长的

话题，通过演唱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知识与技能：

男低音的认识与体验：让学生了解男低音的音色特点，并通过简单的发声练

习感受男低音的魅力。

二拍子指挥图示：学习二拍子的指挥图示，提升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

学吹竖笛：通过竖笛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吹奏技巧，培养音乐实践能

力。

编创与活动：鼓励学生根据所学内容进行音乐编创和表演活动，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和艺术表现欲望。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聆听、演唱、知识与技能等多个方面，

旨在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聆听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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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达梅林》和《歌唱二小放牛郎》两首歌曲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

丰富的情感内涵。通过聆听这些歌曲，学生可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音乐

风格，感受音乐中的情感表达，提升审美感知能力。

演唱内容分析：

《雨花石》和《我怎样长大》两首歌曲旋律优美，易于学生演唱。通过演唱

这些歌曲，学生可以进一步巩固音乐基础知识，提升演唱技巧，同时感受歌曲中

的情感和文化内涵，培养艺术表现能力。

知识与技能分析：

男低音的认识与体验、二拍子指挥图示的学习以及竖笛的吹奏技巧，都是音

乐学习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学生可以更全面地掌握音乐

基础知识，提升音乐实践能力。

编创与活动分析：

编创与活动是本单元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鼓励学生进行音乐编创和表

演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艺术表现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协

作能力。

（三）单元内容整合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以“足迹”为主题，通过聆听、演唱、知识与技能、编创

与活动等多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整合思路如

下：

主题引领，情感贯穿：

以“足迹”为主题，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经典民歌和歌曲，引导学生

感受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内涵。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情感的贯穿和渗透，让

学生在音乐学习中体验情感、表达情感。

知识与技能融入实践活动：

将男低音的认识与体验、二拍子指挥图示的学习以及竖笛的吹奏技巧等知识

和技能融入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提升技能。通过实践活动加

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编创与活动促进创新：

通过编创与活动环节，鼓励学生根据所学内容进行音乐编创和表演活动。这



4

一环节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艺术表现欲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编创与活动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感受，提升艺术素养。

多维度评价促进全面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维度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不仅关注

学生的演唱技巧和音乐知识的掌握情况，还关注学生的情感表达、创新思维和团

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通过多维度评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分解

（一）审美感知

感知音乐中的情感表达：

通过聆听《嘎达梅林》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引导学生感知音乐中

的情感表达。让学生体会歌曲中的爱国主义情感、革命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等情感内涵。

理解音乐作品的风格特点：

引导学生理解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所具有的风格特点。例如，《嘎

达梅林》展现了蒙古族音乐的豪放与粗犷，《歌唱二小放牛郎》则体现了抗日战

争时期音乐的悲壮与激昂。

培养音乐审美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通过引导学生欣赏音乐作品中

的旋律、节奏、和声等元素，感受音乐的美感和魅力，提升审美水平。

（二）艺术表现

提升演唱技巧：

通过演唱《雨花石》和《我怎样长大》等歌曲，提升学生的演唱技巧。包括

发声方法、气息控制、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让学生能够自信、准确地演唱歌

曲。

掌握指挥图示和吹奏技巧：

学习二拍子指挥图示和竖笛吹奏技巧，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通过指挥

图示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音乐的节奏和节拍；通过竖笛的吹奏练

习，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吹奏技巧，提升音乐实践能力。

参与音乐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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