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西部风情 

                     第 1 课时   依马呀吉松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歌曲《依马呀吉松》体验西藏民族风情。   

2、通过歌曲练习表现质朴自然、高远深邃的感情。 

3、注意歌唱的发声和吐字。 

课时：共 3 课时。本课为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复习演唱前面学习过的歌曲 。注意引导表达歌曲的情绪，力求做到有感情地

歌唱。 

（2）通过与以前学习过的歌曲情绪的联系或对比引入本课将要学习的歌曲。  

（3）听歌曲范唱录音（合唱）。在聆听之前，提示学生注意歌曲演唱形式和情绪。

听后引导学生简单讨论。 

2、学习新歌 

（1）进一步体验歌曲的情感和了解歌曲的背景。  

A、学生朗诵歌词。教师纠正、解释歌词中的个别字词。   

B、请学生谈这首歌曲的时代背景和对歌曲情感的理解。  

C、再听歌曲的范唱演唱（最好是教师范唱，也可听独唱录音）。  

D、调查了解学生对这首歌曲的熟悉程度（可用举手统计方法，也在可课前进行）。 

（2）随琴视唱歌曲歌词（为了体验歌曲的情感，也为了实际检验一下学生对歌曲

的熟悉程度）。 

A、 指导学生分析歌曲的节奏特点。 

B、学生读节奏（可用“哒”或其他读法）。提示读节奏时要注意节奏的乐句。 

C、 在教师弹奏歌曲曲调的“伴奏”下，再读一遍节奏。 

（3）学习歌曲的曲调。 

A、学生随着教师的琴声试着视唱曲谱（只唱一遍，以便确定下面的练习方式）。 

B、请学生分析一下歌曲的“旋律线”（可用手势来表示，注意一个乐句用一个动

作）。然后一边作“用手势表现旋律线”的动作，一边进行视唱曲谱练习。 

（4）学习歌曲的歌词。 

    A、联系前面分析过的歌词和情绪唱歌词。 

    B、在练习中提示要注意运用气息的控制唱好连音。 

（5）用乐器演奏整首歌曲的曲调或其中的几个乐句。 

3、小结 

（1）再听一遍歌曲录音，请学生对比一下，自己的演唱还有哪些不足。 

（2）了解一下用乐器演奏这首歌曲的情况。 

（3）指出下一节课的任务或课下的乐器练习任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 欣赏 上去高山望平川 

 

教学内容：欣赏《上去高山望平川》 

教学目标： 

（一） 能够用豪迈、乐观的情绪背唱《上去高山望平川》，演唱时努力表现出这

首歌曲豪放的陕北风格。 

（二） 用听唱法来领会、表现陕北民歌的演唱特点。唱出陕北民歌的特殊“韵味”。 

（三） 通过欣赏男声独唱《上去高山望平川》，体验西北地区民歌的风格，能够

对西北民歌感兴趣，喜欢演唱西北民歌。 

教学重点： 

(一) 用不同的方式有创造性有表现歌曲《上去高山望平川》。  

(二) 通过西北民歌的介绍，引导学生了解体验和掌握西北歌曲的风格特点，用歌声

来表现船工们悠然自得、自由自在和自豪、乐观性格。 

教学难点： 

如何领会、表现陕北民歌的演唱特点。 

教学过程： 

   一、 歌曲导入： 

   （1） 同学们，下面下面老师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请同学们听完后，说出这

首歌的歌名（多媒体播放《西部放歌》） 

   （2） 师生总结：这首歌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西部，听完后你们会联想到

什么？下面请同学们说一说对西部有哪些了解，能举出几首西部歌曲，你会演唱吗？ 

生：联想到了西部开发和他们的窑洞生活，以及黄河船工们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 

《黄河大合唱》、《绣金匾》、《拥军秧歌》、《信天游》、《脚夫调》、《横山

上下来游击队》、《赶牲灵》、《见面容易拉话难》。并哼唱旋律。  

   二、 学习新课： 

   （一）欣赏歌曲《上去高山望平川》  

    1、乐曲简析： 

    这是一首著名的青海“花儿”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流行于我国甘肃、青海和

宁夏等，属于山歌类，具有浓郁的西北地方特色。“花儿”分“长调子”和“短调子”

两大类。“知调子”曲调高亢、悠长，节奏自由，音域宽广，“短调子”节奏规整，紧

凑，音域狭窄。这首歌是“花儿”中最典型的“长调子”之一。  

    2、欣赏并展开想像回答问题： 

这首歌歌词寓意含蓄、深刻，富于想像，旋律、节奏有什么特点？表达了怎样的情

感？ 

    乐句悠扬、宽长，起伏较大，旋律高亢、自由舒缓，在高亢、刚健之中又带有

抒情、缠绵的情调。极富西北地方色彩，经牡丹比喻心爱的女子，表达了青年男子对心

爱姑娘的罹和倾慕之情。 

    深刻地抒发了在旧社会里，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能



 

实现，只能望“花”兴叹的感慨心情。 

   （二）创作活动：（以体验风格特征为主） 

    对于陕北民歌，先凭一、两首歌曲是不能对其音乐风格进行定论概括的，同学

们在课下要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通过上网、电视等途径来从各个文献了解陕北的人文

特点、音乐风格、民俗风情。以更好地来体验陕北民歌的韵味。下面，老师为大家播放

几首西部歌曲，大家随着音乐用肢体语言来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  

    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让我们用歌声和肢体语言感受到了西北民歌的风格

及其韵味，并且对陕北民歌感兴趣。以后我们在生活中应继续去体验。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初步了解和感受中国音乐的品种及其基本风格。  

2、能够用圆润而有弹性的声音、轻快活泼的情绪演唱《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3、教育学生应热爱祖国大家庭，努力学习，将来把我们祖国建设的更美丽。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首先我们来做一 个游戏：播放一 段“少数民族服饰展”片断，请同学们抢答他们

分别属 

哪个少数民族？将学生说的各种答案总结归纳，并对积极举手发言的同学以充分地

肯定、鼓励表扬。 

二、引入新课：              

1、由学生的回答引入：  

师：我们的祖国是一 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那么

谁知道三峡在哪儿呢？ 

2、 学生发言引入教学。 

三、激情参与（视唱）： 

1、播放歌曲。 

2、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轻声哼唱: 

注意：（1）强调正确坐姿。 

（2）可先放慢速度练习，较熟练后将速度还原。 

（3）老师将其有休止符的地方用连音来弹奏，请学生感受效果有何不同？因此，

演唱时应把握好连音与休止符的细致要求。 

（4）唱“啦”，演唱时注意声音的弹性及气息的支持。 



 

四、学唱歌曲：  

1 、师：除了我们以前了解过的汉族歌舞音乐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歌舞

音乐等待着我们去了解，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完整欣赏一 首歌曲《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想不想听老师为大家演唱一遍啊？   

(1) 歌曲的演唱形式：领唱、齐唱 

(2) 歌曲的风格特点：少数民族音调 

2 、师：请同学们试着跟琴轻声哼唱一 遍（或者二到三遍），可分为三部分哼唱，

注意：a、休止符 b、装饰音。 

3 、引导学生发现前面的发声练习就在歌曲之中，由此分析此首歌曲的结构。  

4 、教唱《三峡的孩子爱三峡》一  歌 

(1)完整视唱旋律。 

(2)根据感觉分析的歌曲结构特点，分段学习此歌，特别注意 B 段衬词的演唱。 

(3)全体学生完整演唱此歌， 

(4)完全熟练以后，三段作对比，进行力度、表情、速度变化。让学生感觉力度、表

情、速度变化。对音乐表现的影响。  

 (6)通过学习《三峡的孩子爱三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反思： 

 

  

第 4 课时    欣赏北京喜讯到边寨  

一、教学内容： 

1、  欣赏《北京喜讯到边寨》  

2、  复习唱好《依马呀吉松》  

二、教学目标 ： 

1、  让学生感情丰富唱好《依马呀吉松》  

2、  通过聆听《北京喜讯到边寨》感受民族管弦乐，体会苗族、彝族音乐风格  

3、  学跳秧歌的基本舞步，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  

三、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以苗族、彝族音调改编的管弦乐曲，曲调欢快、热烈。  

四、教学过程 ： 

（一）导入   

1、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一首藏族歌曲《依马呀吉松》，今天我们一起复习

复习，要唱得更好一点。” 

2、学生齐唱。 

（二）开始上课 

1、跟录音演唱。 

2、难点指导，跟伴奏带让学生有表情、有感情演唱。 

3、过渡聆听《北京喜讯到边寨》。师：“演唱完畲族歌曲，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



 

首以苗族、彝族音调改编的曲子《北京喜讯到边寨》。” 

4、让孩子看着简谱聆听，感受三部分七个主题的音乐旋律。 

5、让学生谈谈听后感，教师总结。 

6、完成听听想想问题。 

7、聆听《依马呀吉松》，让学生猜猜此音乐的舞种。 

8、  引出“秧歌舞”。 

9、  教师示范跳“秧歌舞”，学生喊口令。 

10、动作分解教学 

 

第二单元    绿色畅想 

第 1 课时    手拉手，地球村 

教学内容：学唱歌曲《手拉手，地球村》。 

教学目标： 

1、初步理解“地球村”的含义，关注世界和平事业和绿色事业，理解歌曲所表达

的思想情感，教育学生热爱世界和平保护绿色环境。 

2、学会《手拉手，地球村》。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谁知道“地球村”是什么意思？  

2、复习演唱前面学习过的歌曲 。注意引导表达歌曲的情绪，力求做到有感情地歌

唱。 

3、通过与以前学习过的歌曲情绪的联系或对比引入本课将要学习的歌曲。  

4、听歌曲教唱录音（合唱）。听后引导学生简单讨论。  

二、学习新歌《手拉手，地球村》。  

1、进一步体验歌曲的情感和了解歌曲的背景。  

2、随琴视唱歌曲歌词。 

3、学习歌曲的曲调。 

三、小结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 唱歌：《留给我》 

  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用自然、真挚的歌声演唱歌曲《留给我》。以上内容源自小精灵

儿童网站 

  2、 通过演唱歌曲，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良好的审美情趣。  

  3、 让学生认识到热爱地球、热爱大自然对于我没人类的重要，爱护环境，人



 

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培养学生对社会、对人类、对地球的责任。 

  教具准备： 

多媒体、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走进音乐。 

  （学生听音乐进教室，老师面带微笑，站在学生中间。） 

  师：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乐园 

  二、教具激趣，解决难点。 

  师：同学们看大屏幕！（播放课件，出示歌曲中的难点节奏，让学生通大屏幕

能清楚直接地看到问题，并一起开动脑筋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或打击乐器来解决问题。） 

  X X X X X X X | X•X X －| 

  师：谁来读读，拍拍，或用你身边的乐器敲击出节奏？  

  生 1：（很自信的）有节奏地读。（其中符点处节奏不准确）  

  师：（给予肯定）你真勇敢，第一个挑战难点。（指出符点处的错误继续提问）

谁来帮帮他？ 

  生 2：有节奏地读。以上内容源自小精灵儿童网站  

  师：（肯定的）你太棒了，读得完全正确。  

  （然后男生读、女生读、分小组读等等）  

  师：同学们齐读节奏。  

  （反复读，熟悉难点节奏）  

  师：谁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这段节奏？  

  生 2：有节奏地拍手。（生齐拍）  

  生 3：有节奏地跺脚。（生齐跺）  

  生 4：有节奏地用响板敲击。（生用双响筒、串铃、三角铁、碰钟等乐器敲击

和齐奏。） 

  三、审美体验，表现音乐。  

  师：刚才大家表现得太棒了，所以老师想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

《留给我》，同学们边听歌曲边看大屏幕上的歌词，听听这首歌曲唱了些什么？（播放

歌曲《留给我》的录音范唱） 

  生 1：歌曲告诉我们应该注意不要主空气污染，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蓝天，

主树木更好地生长。 

  生 2：歌中唱了留下小河，很多的小河就可以汇成大海，留下大海给沙漠。  

  生 3：老师，我知道了，这首歌告诉我们要保护环境。  

  师：（这是孩子们结合生活实际，发自内心地表述）同学们说得真好！歌曲中

唱到“留下太阳、留下森林、留下小河、留下草原”，你觉得这首歌曲应该用什么样的

口气来演唱，是命令还是祈求？为什么？  

  生：应该用祈求的口气演唱。因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保护环境！ 

  师：(培养美读，感受歌曲情绪)请同学们带着你真实的感受，把歌词当作一首

诗，伴着歌曲伴奏来读一读。 

  生：按要求自由读歌词。 

  生：几名学生读歌词。 

  生：然后齐读。 

师：（肯定的）同学们读得真好，把自己真实的感情完全投入到歌曲里了。再次欣

赏歌曲，听完后说说歌曲情绪是怎样的？（播放歌曲范唱）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     欣赏《森林狂想曲》 

教学目标： 

1、、初步熟悉《森林狂想曲》的音乐，能用竖笛或口风琴吹奏 A 段主题。 

2、通过听《森林狂想曲》感受民族管弦乐，体会藏族、音乐风格。  

3、初步进行合奏《森林狂想曲》提高演唱的质量，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

大好河山的思想情感。 

教学过程： 

一、    教师谈话引入： 

二、初步欣赏《森林狂想曲》。 

1、初听音乐。（教师简介） 

2、让学生熟悉 A、B、C 各段的旋律。 

3、教师分别用电子琴或竖笛演奏 A、B、C 各段的旋律。使学生听到音乐就能知道

是 A 段还是 B 段或 C 段。 

4、复听完成课本上的第一个练习。 

5、这首乐曲有许多地方运用了“音效”即实地录制的声音，加强了真实感，使人

身临其境。（分小组共同探讨、创造、分工）。 

三、选择两或三个小组与教师合作，共同演绎《森林狂想曲》。 

四、在口风琴或竖笛上学习吹奏“mi”，“fa”，“sol”三个音。 

五、随教师用较慢的速度学习吹奏《森林狂想曲》A 段的旋律。 

教学反思： 

 

第三单元 欢快的舞步 

第 1 课时    欣赏 大河之舞 



 

教学目标 

    1、欣赏乐曲《大河之舞》，感受爱尔兰民族的热情奔放。 

2、结合相关资料，了解爱尔兰民族特色和踢踏舞。 

教学过程  

1、播放歌曲。 

2、讨论：这首歌曲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你从歌曲中感受到了什么？ 

3、第二次播放歌曲，介绍爱尔兰民族音乐舞蹈传统特色。 

4、播放《大河之舞》音像资料，进一步感受爱尔兰音乐、舞蹈的热情奔放。 

5、跟着电视学跳踢踏舞。 

6、再听音乐，感受乐曲节奏的变化。并让学生用踢踏的形式表现出来。 

7、小结。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   大家一起来 

教学目标： 

1、在听赏中感受歌曲的热烈，激发学生表现音乐的兴趣。 

2、能根据音乐的节奏，自编韵律操，表现音乐。 

教学过程： 

1、复习上节课相关内容。 

2、听赏孙悦演唱的歌曲《大家一起来》。初步感受乐曲的热烈和强烈的节感。 

3、说一说歌曲的特点。 

4、跟着录音学唱歌曲。 

5、学生根据歌曲内容、节奏分组自编动作。 

6、各组表演。 

7、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编排动作。 

8、跟着音乐表演韵律操。 

9、小结。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 欣赏《小步舞曲》             

教学目标 

1. 模唱、记忆小步舞曲第一主题旋律，听辨和标记乐曲段落。 

2. 了解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有兴趣自己收集相关资料并向同学介绍。 

教学重、难点 

1.能听辨出乐曲的结构，并用简单的图式表现。 

2.模唱记忆第一段主题。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 欣赏歌曲《不想长大》，感受歌曲轻快活泼的情绪。 

师：这么时尚的歌曲中的有些旋律出自离我们有 200 多年之久远的作曲家莫扎特。

让我们来走进莫扎特走进古典音乐的殿堂。 

2. 教师介绍作者。（莫扎特简介） 

    二、欣赏小步舞曲 

1. 教师介绍小步舞曲的风格特征。 

“小步舞”是一种起源于欧洲民间的三拍子舞蹈，原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

的步子较小而 得名。“小步舞”速度中庸，能描绘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风格典雅。《小

步舞曲》的音乐特点是旋律流畅、优美、华丽，节奏多用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也有的

作曲 家在作品中选用带符点的节奏，使得乐曲更具有推动力，伴奏简单清晰。  

2. 初次聆听乐曲《小步舞曲》。 

教学要求：感受乐曲的情绪，感受乐曲的整体段落，听辨乐曲的演奏乐器。  

3. 分段欣赏。 

（一）听赏第一部分。（教师播放《小步舞曲》第一部分音频）  

① 教学要求：熟悉乐曲第一部分。 

师：听辨第一部分有几种不同的旋律。  

学生自由回答。 

教师讲解：再次聆听第一部分，感受乐曲第一部分两种旋律宛如对话般呈现的形式。

宛如公主和王子在舞会中相识，你一言我一语在对话在舞蹈。  

教师指导：学生先以较慢的速度读出节奏，然后跟琴进行演唱，注意空拍处要做到

声断气不断，这样才能表现乐曲轻巧俏皮的感觉。  

师：第二旋律宛如王子娓娓动听的话语，我们来感受一下旋律线的方向，感受乐曲

的情绪。 

② 完整听第一部分音频。 

（二）听赏第二部分。（教师播放《小步舞曲》第二部分音频）  

师：请跟着乐曲划拍，听辨这段旋律的节奏特点。  

生：每拍四个音，节奏紧凑，旋律流畅华丽。  

师：我们来当一名钢琴家怎么来演绎一下莫扎特的音乐。（用  O  O 节奏来演奏

一遍。） 

（三）听赏第三部分。（教师播放《小步舞曲》第三部分音频）  

师：请同学听赏第三部分重复的是哪一部分音乐，并用图形表现乐曲的旋律层次。

（学生活动） 

4. 再次完整欣赏乐曲《小步舞曲》。  

教学要求：学生加入舞蹈和节奏声势。  

5. 欣赏莫扎特的另一部作品四十交响曲，感受莫扎特音乐浪漫典雅轻快活泼的特

点，重点听第三乐章具有小步舞曲风格的音乐。（播放《g 小调四十交响曲》音频） 



 

三、课堂小结 

这首《小步舞曲》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这里选用的是

小提琴独奏的形式。  

教学反思： 

 

 

                  第 4 课时  学唱：《小步舞曲》 

   

教学目标：1、 学会用明亮自然的声音，欢快地情绪演唱、表演歌曲；  

          2、 结合欣赏拓宽学生音乐视野，提高音乐素养。   

教学重点：学唱乐曲《小步舞曲》感知乐曲二个不同乐段主题表现的情绪，能用歌

唱，舞蹈，演奏等手段表现乐曲。  

教学难点：1、会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 

          2、节奏律动结合 

教学准备：音频  视频 

一.教学过程：  

1.导入 

播放视频动画版的《小步舞曲》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以及节奏的动感  

图片展示 

图片 1  口琴 

图片 2  碰铃 

图片 3  铃鼓 

通过图片的展示让大家认识口琴  碰铃 铃鼓 

2.学前热身  练声：指导学生正确发声 1=C 3/4  

     5 3 3 |5 4 4 | 5 2 2 | 5 1 1 | 1- 5 | 7 - 6 | 5- 4 | 3- - | 

3.指导学生用圆润、明亮、轻巧而有弹性的声音正确发声，养成良好的歌唱习惯。  

4.节奏模拟 

让同学们依次了解一下口琴、碰铃、铃鼓等乐器及它们的音色并进行模仿。  

5.分组一起来体验一下碰铃和铃鼓和在一起的效果。  

碰铃：X-   -    |    X  -   - 

铃鼓：X  X  X  |  X  X   X  

带唱学习口琴一和口琴二的简谱，并分别用啦模唱。 

加上歌词教唱口琴一、口琴二声部。 

8.分组一起来体验四个声部和在一起的效果。 

9.采用不同形式演唱：分组、个别演唱等。 

10.跟着伴奏一起来演唱整首曲子，然后跟着老师的指挥一起来合唱整曲歌曲结束本

堂课的内容。 

二..小结本课 



 

教学反思： 

 

 

第四单元  音乐中的故事 

第 1 课时    欣赏交响童话《彼得与狼》。 

教学目标： 

1、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验各项音乐活动。 

2、通过实践活动——欣赏、摸唱、摸奏、再创造等方式，牢固地运用已学过的乐

器知识。 

3、通过此活动培养学生大胆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表演力。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西洋乐器可以分为哪几大类？每一分类各举两种乐器。 

弓弦乐器：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 

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大管、单簧管。 

铜管乐器：小号、长号、圆号 

打击乐：定音鼓、大鼓、小军鼓 

2、揭示课题。 

3、故事梗概。问：有谁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 

4、人物介绍。 

二、分段欣赏。作品中每个人物和动物的主题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1、片段一，彼得出场。  5、老爷爷出场 

2、片段二，小鸟出场    6、狼出场 

3、片段三，鸭子出场    7、动物们的反映 

4、片段四，猫出场      8、智斗 

9、放绳      10、捉狼、     11、猎人出场  

三、总结人物的个性与音乐的关系  

彼得—弦乐四重奏——勇敢坚定  

小鸟——长笛——灵巧活泼  

鸭子——双簧管——笨拙  

猫——单簧管——狡猾的  

狼——、圆号——穷凶极恶的  

老爷爷——大管——絮叨  

猎人——定音鼓和大鼓——枪声、  

四、分角色进行表演  

五、根据每个小组的表演情况进行评奖。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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