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能学会用明亮的声音有感情地、准确地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2.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来历及歌曲的词作者田汉、曲 

作者聂耳。

准确地演唱歌曲中的特殊节奏

（如：三连音、附点）和力度变化（渐强、强音记号）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教学后记

1.导入新课

师：在你的印象中，祖国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学生谈祖国留给自己的印象。）

2.聆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3.介绍歌曲相关知识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来历及歌曲的词作者田汉、 

曲作者聂耳。

4. 有感情地、准确地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5. 聆听《我的中国心》 

6.介绍歌曲相关知识

这首歌是由香港作家黄霑在王福龄写的旋律  

的基础上填词而成，在 1984 年春节晚会上由张明 

敏激情演唱后广为流传。

作 业 安 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课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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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演唱《我的中国心》、赏析     课 型

1、学生能有感情的演唱歌曲，体会歌曲中游子的爱国情怀，并通 
过歌曲的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通过歌曲的学唱，通过找旋律和进行对比，让学生能很好的了 
解歌曲的结构。

3、学生在演唱中感受音乐的表现力，体验歌曲中的情绪情感变化， 
抒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之情。

重难点          歌曲感情的处理，能较好的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导入                                    教学后记

1、老师播放《我的中国心》音乐导入

2.（学生跟唱《我的中国心》，再次感受歌曲 

的内涵和情感。）

二、欣赏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三、欣赏《东方之珠》

1、介绍背景：《东方之珠》是台湾作曲家 

罗大佑的代表作，并由作者本人首唱。歌曲倾 

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心声。为带《东方之珠》 

这首歌，以含蓄而富于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香港 

的地理位置、历史沧桑和迷人的夜色；并拟人 

化地表现了人们对香港的无限眷恋。补充段的 

单二部曲式。

2、初次播放，感受音乐：歌曲的第一  

部分为复乐段结构。两个乐段的旋律基本相同。 

两个乐段中的第一乐句，相对地说，都比较平稳。 

然而，其第二乐句，开始时是连续的同音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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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便八度大跳转入低音区。它似乎从亲切、

温柔的呼唤开始，以耐人寻味的深情加以延续。

歌曲的第二部分有转向下属调的明显倾向，使歌

曲的色彩产生鲜明的变化。

3、再次分段欣赏音乐，学生学唱部分选  

段：学生再次欣赏《东方之珠》，聆听并感受、 

体验其音乐内容、音乐情绪，理解其特区人民  

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愿望。

4、学唱歌曲，并运用正确的感情演唱歌 

曲。（分析、讨论歌曲的演唱的情感，并会演 

唱歌曲。）

四、小结：这首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 业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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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赏析《春天的故事》           课 型

1.能学会用明亮的声音有感情地、准确地演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2.了解《春天的故事》的来历及歌曲的词作者蒋开儒老人 。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了解歌曲的相关知识：                  教学后记

《春天的故事》的词作者是 76 岁的蒋开儒老人。创 

作《春天的故事》之前，蒋开儒曾任黑龙江省穆棱县政协 

副主席。蒋开儒 1935 年 9 月出生，籍贯广西，当兵后落 

户北大荒。当被记者问道为何要用“春天”借喻，藉此来 

讴歌邓小平？蒋开儒表示，他早就注意到，“邓小平总是 

喜欢在春天做一件大事”。“1979 年春天，邓小平提出 

办经济特区；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1992 年，邓 

小平第二次南巡”，蒋开儒对邓小平的活动一直特别关  

注。蒋开儒形容自己写出《春天的故事》“是一个厚积薄 

发”的过程。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在“那样的一种特殊 

年代特别盼望春天的到来，而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蒋开儒就感觉“春天已经到来”——当然，这个春天 

不仅仅对于他个人而言。

二、欣赏《春天的故事》

1、初次播放，感受音乐

2、再次分段欣赏音乐，学生学唱部分选段

三、小结，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结束课程

作 业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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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欣赏《我的祖国》

1、 了解歌曲的相关知识

2、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介绍歌曲的相关知识：                  教学后记 

《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是

一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作于 1956 年夏。作词： 

乔羽、作曲：刘炽、原唱：郭兰英；乔羽写作时， 

给这首歌定名为《一条大河》，发表时被编辑改成 

《我的祖国》。 影片《上甘岭》反映的是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这首主 

题歌唱出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 

情和英雄主义的气概。歌词真挚朴实，亲切生动。 

前半部曲调委婉动听，三段歌是三幅美丽的图画， 

引人入胜。 后半部是副歌，混声合唱与前面形成 

鲜明对比，仿佛山洪喷涌而一泻千里，尽情地抒发 

战士们的激情。

二、欣赏《我的祖国》

1、聆听歌曲《我的祖国》

2、跟唱歌曲 

三、小结

作 业 安 排

欣赏《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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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欣赏《“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课  题                                          课 型

1、能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念故乡》，并能背 
唱这一首歌。

2、通过过欣赏，了解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了解《自新大陆交响 
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3、能够为《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第一主题试着填写 
歌词。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导入：播放歌曲《念故乡》片段，提问：

以前听过这首歌吗？由谁作曲？是哪一部著 
名的交响曲的主题？

二、学唱歌曲《念故乡》

1、简介：《念故乡》由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 

作曲，选自其著名的《“自新大陆”第二乐章》。《自 

新大陆交响曲》在美国纽约首演一举成功，轰动美 

国，从此名扬世界，其中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更为 

人们喜爱。德沃夏克的学生将这首曲子填词成独唱 

《回家去》，风行美国，流传全世界。在我国被译 

作《念故乡》。

2、聆听范唱，感受歌曲孤独、悲哀和思念故 
乡的情绪。

3、全体学生视唱旋律，注意附点音符的正确 
演唱。

4、唱词。注意唱出歌曲力度的变化。理解、 
表现歌曲所表达的思念故乡、痛恨侵略者、愿为民 
族解放献身的情感。

三、欣赏《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

1、介绍德沃夏克(音响 一组配乐画像)

德沃夏克是捷克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捷克民 
族乐派的奠基人之一。他于 1841 年出生在布拉格 
附近一个贫寒的家庭中。经过刻苦的努力，他获得 
了奥地利文化部的奖学金，得以全身心地从事音乐 
创作。他曾九次访问德国、英国和俄国，并亲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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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备受欢迎。1891 年他任布 

拉格音乐学院院长，并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1892 年应邀赴美国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 

1895 年回国继原任，1904 年去世，捷克政府为他 

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 

其代表作有《自新大陆交响曲》、歌剧《水仙女 ) 

等。他的作品始终贯串了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怀 

念家乡的深切感情，富有浓郁的斯拉夫民族色彩。

2、介绍《自新大陆交响曲》及第二乐章

《自新大陆交响曲》是德沃夏克在美国任纽 

约音乐学院院长时所作。新大陆原指南北美洲大  

陆，作者在这里指美国。他一踏上美国国土，来到 

纽约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脑海里就翻腾着许多新 

奇、鲜明的印象；他特别关心美国被压迫的黑人和 

印第安人的生活和命运；他独处异国，十分思念自 

己的祖国和家乡，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部著名的四 

个乐章的《自新大陆交响曲》。

其中第二乐章被称为“一切交响乐慢板乐章中  

最动人的一个 ”。其中的音乐形象同诗人朗 费罗的  

叙事诗《海华沙之歌》中的第二十章“饥荒”有联 

系，诗中的海华沙是印第安人的一位民族英雄，他  

的妻子敏妮海哈在饥饿中死去，人们在阴森森的密  

林里为她掘好坟墓，与她的遗体告别。

3、听、辨、分析音乐主题

（1）听引子 分辨是何类乐器、在哪个音区奏 

出了几个和弦 ?表现了何种情绪 ?烘托了何种气  

氛?(管乐器在低音区奏出了七个和弦，表现了低  

沉、忧郁的情感，烘托了故事的悲惨、凄切的气氛)

（2）唱 a 主题，讲故事

(1)英国管演奏的悲凉、伤感的主题，歌曲《念 

故乡》就是由这个主题发展而来，现在请同学们再 

次演唱并感受一下。这个主题既像是揭示海华沙的 

孤独和痛苦，又像是奄奄一息的敏妮海哈对海华沙 

的思念，但更多的是寄寓作者对遥远祖国的怀念。

（3）听辨 b 主题(音响 旋律)  是何种乐器 

演奏的?其情绪与 a 是否相同?(是由弦乐加弱音器 

演奏的，其情绪与 a 主题基本相同，只是稍激动 

些)。

（4）演唱、比较 c、d 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 
和问题)

①听两个主题的录音。

②讨论、比较两个主题在节奏、旋律、调式、 
情绪上有何不同?对比节奏时让同学们念两主题的 
节奏；对比旋律时，教师演唱c 主题，学生演唱 d



主题；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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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整欣赏由卡拉扬指挥的《自新大陆交响 
曲》的录像 （音响）

1．要求：注意交响乐队的编制，各主题主 
要用何种乐器演奏；记录乐曲的结构(各段的演奏 
顺序)；感受乐曲表达的情感。

2．观看录像。 （音响）

3．讨论乐曲的结构和自己的感受。

(1)请同学汇报自己记录的乐曲结构；

(2)（音响）结构图，并讲解；《自新大陆交 
响曲》第二乐章结构图—— 复三部曲式

(3)讨论乐曲表达了作者何种情感 ?你自己 
有何感受?

(引导学生理解此作品，既表现作者对新大陆 

的印象，又表达了他身处“新大陆”，对遥远祖国 

的思念，还表现他对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命运的关 

注和同情。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5、布置课外作业：试为《自新大陆交响曲》 
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填写新的歌词。当你认为满意 
之后，唱给家里的亲人们听。

六、小结

本课介绍了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欣赏了  

《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学唱了歌曲《念 

故乡》，同学们都被此曲深深地感染，愿乐曲动人 

的旋律永远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之中，愿我们都永远 

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家乡!

作 业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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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唱歌《一个妈妈的女儿》                                   课 型

1、能学会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并能怀着真挚、深情的爱国 
情感用明亮的声音进行演唱。

2、能够认识歌谱中的波音和连线并能够掌握附点节奏。

1、能怀着真挚、深情的爱国情感用明亮的声音演唱歌曲《一个妈 
妈的女儿》。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美丽 
的图画，你们猜猜这都是哪里？

多媒体：展示一组中国大地上的各地风景图 
片。

1、同学们边欣赏，边讨论

师：这些美丽的景观都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土上的，你们觉得美吗？你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吗？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呢？

2、同学们讨论交流。

师：我想大家一定都学过很多赞美祖国的诗  

歌，这节课啊，老师教大家一首赞美祖国的藏族歌 

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二、学习新课：

1、听歌曲

让学生初步聆听并感知音乐，了解歌曲的速度 
与内容。

师：这首歌曲是歌唱藏族和汉族之间有非常的 

深厚感情的歌曲，它们就是像是太阳和月亮一样， 

是同一个妈妈的女儿，它们的妈妈叫光明。而藏族 

和汉族的同一个妈妈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让我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感受一下这 

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吧！

多媒体：播放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

教学生学习歌谱中得音乐记号，并看谱再次聆 
听歌曲深入感受。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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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带着热爱祖国的情感共同把歌曲唱一 

遍。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曲，那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藏族歌曲呢？可以给大家唱两  

句。请学生起来回答

师：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藏族民歌大 

都是歌唱环境、习俗、团结精神、爱国精神等内容 

的。《一个妈妈的女儿》就是体现爱国情操的歌曲，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全世界人共同的心声，不论是藏 

族还是汉族还是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有一位共同的  

妈妈，名字就叫中国！现在，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情 

感，来共同演唱一下这首歌好吗？

3、表演歌曲

根据歌曲的内容，让学生用各种表演形式进行 
小组表演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想象 
力。

师：孩子们，刚才你们在演唱以及朗诵歌词的 

时候，一个个都感情饱满，声情并茂，老师听了特 

别的感动，你们有情感的演唱已经感染了老师。那 

大家想想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演这首歌呢？比  

如：对唱、重唱？现在就以前后 4 人为一组准备， 

一会儿上讲台表演给大家，看看哪个组的形式好！ 

挑组表演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会了一首具有藏族民歌风格的  

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同学们学唱歌的效率提 

高了很多，这首比较难唱的歌曲大家很快就学会  

了，如果声音和表情再提高一步就更好了。大家听 

的认真，学的也认真，并且最后的表演都非常精彩。 

老师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时刻都有一 

颗爱国的心，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长大后成为一 

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爱国青年，对祖国贡献自己的力 

量！

作 业 安 排

欣赏歌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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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欣赏歌曲《天堂》                 课 型

1、欣赏音乐，学习用点、线和色彩画感受，培养学生想象力 
和创造力。

2、通过听音乐，画感受，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听音乐进教室

二、师生问好

三、听记：（简单的旋律） 

1=F2/4

1  12 ┃ (32  3)  ┃ 5 6 5 3  ┃ 2 — ┃ 
( 2 5 32)  ┃ (12  3) ┃ 2 1 6 1  ┃ 5 -║

方法：A、师奏F大调音阶（上引、下行）生 
仔细聆听，并分析拍号。

B、师旋律奏一遍，生随音乐用手指划拍（学 
生应规定速度）

C、师重复弹，生记下各音

D、师再次弹奏，生同时默唱、校正、纠错 
E、将听记内容唱一唱

四、念念拍拍：

导入：刚才老师测查了同学们的听音导入：刚 

才老师测查了同学们的听音考考大家。（出示小黑 

板）

(1)X  XX  ┃ XXX ┃ X X X  X X  ┃ X 
-║

(2) X • X XX ┃ XX X ┃ X X X X  X X  
┃ X -║

A、 分析拍号后，生自行准备，1-4组第一 
条，其余的第二条。

B、请个别生念念拍拍， （注意：XXX,X 
XX XXXX较难），后集体评议

C、要求匀速进行节奏练习，整体的可由慢到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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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下面三组节奏，按老师所拍的先后次序， 
把序号填写在括号里：

( )XXX  XX  ┃ X -║

(  ) X XX ┃  X X X║

( )XXXXXX ┃ X -║

方法：A、 请个别学生上面拍打，其余评议 
是否正确。

B、生自由练习

C、听老师打节奏，将序号填在相应的小括号 
中。

D、按序号连起来练习

五、欣赏歌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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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A、歌曲具有哪个 
民族特色？

B、歌曲曲调由两部分第一部分优美、深情表 

现了对家乡的赞美，第二部分高亢、充满激情，表 

现了对家乡的无比热爱，这种变化是怎么表现出来 

的？

作 业 安 排

欣赏歌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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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学唱《美丽的夏牧场》 课 型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1、通过学唱《美丽的夏牧场》培养学生富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学会采用不同的形式表现歌曲的美。

2、在聆听、学唱、创编表现等音乐活动中感受歌曲内容及 
旋律的美及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3、能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并能用铃鼓伴奏，设计不同演唱形 
式表现歌曲。

准确且有感情地演唱歌曲《美丽的夏牧场》。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音乐，请同学 
们认真聆听，猜一猜这是哪个民族的音乐。”

播放新疆音乐《掀起你的盖头来》，教师做几 

个新疆的舞蹈动作，配合着音乐让学生感受新疆音 

乐的特点。

学生聆听观看回答（新疆）。

师：“大家说的很对，刚才我们听的是一段新 

疆音乐，新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同时它还是个少 

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除了大家知道的维吾尔族还有 

许多支系民族，如哈萨克族，白俄罗斯族等，但各 

民族的生活习惯及音乐、舞蹈等方面却是相通的。 

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今天我们要学的 

歌曲里唱的夏牧场就位于南疆和北疆之间的恰布  

河旁。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音乐来领略夏牧场美丽 

的景色。

二、学唱歌曲

1、初听歌曲《美丽的夏牧场》

师:说说夏牧场的景色是怎样的？

学生聆听回答。

师：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最后一句歌词唱的是什 

么？（这是哈萨克放牧的好地方）这句话告诉我们 

这首歌曲歌唱的是哈萨克族美丽的夏牧场。哈萨克 

族生活在天山脚下 ,以游牧为生,是个能歌善舞的 

民族。
2、填词学唱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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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赶紧把歌词填进来 
随音乐唱一唱吧。

学生随音乐填词唱。

3、随琴伴奏唱第一段，提出并解决难点

4、随琴伴奏唱第二段，了解词义

5、完整演唱歌曲

师：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有感情地演唱这首 
歌，听好前奏，注意“啊”的地方气息的连贯。

三、演绎歌曲

1、设计演唱形式

师:这首歌曲除了齐唱还可以有其他的演唱形 
式吗？

学生设计独唱、接唱、领唱与齐唱等形式演唱 
歌曲。

2、舞蹈创编表现

师：大家的歌声真美！新疆是个歌舞之乡，除 

了歌唱，我们还可以用舞蹈来表现美丽的夏牧场。 

我们班有没有同学会跳新疆舞蹈？老师教大家几  

个简单的新疆舞蹈动作吧。

师生随音乐舞蹈律动。 
四、小结

师:同学们，在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蹈中， 

我们美丽的新疆夏牧场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同学 

们通过我们今天的欢乐音乐学习，能够记住美丽的 

新疆，辽阔壮美的夏牧场，还有那可爱的阿肯……

作 业 安 排

学唱《美丽的夏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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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欣赏《赛马》

1、认识民族乐器二胡，并了解二胡的音色及其演奏特点。

2、通过欣赏《赛马》进一步了解二胡的音色及表现手段，能 
分辨各段所表达的音乐情绪。

3、能用打击乐器简单的表现乐曲。

分段聆听二胡独奏曲《赛马》，了解乐曲结构，感受音乐情绪。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配乐导入，创设学习情境。

［音响演示 1：草原风情，音乐：《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1、师：同学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 
么？

2、指导学生从图上认识蒙古族及其生活的地 
方。

3、师：你对蒙古有多少了解？（资源共享）

二、初听乐曲，感知音乐形象。

1、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看一看“那 

达慕”大会上正在进行什么比赛项目。知道是哪一 

项比赛吗？（赛马）［音响演示 3：那达慕大会赛 

马图，音乐《赛马》］

2、让我们再听一遍，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

3、作曲家黄海怀带给我们的《赛马》。（出示 
课题及作曲家）

4、你听出乐曲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简介二胡。 
[音响演示 4：出示二胡图片]

我国民族乐器拉弦乐器中的代表乐器，它音色 

柔美，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力，擅于表现细腻的抒情 

乐段，还可以模拟各种声音，广泛使用于独奏、重 

奏、合奏和伴奏中。代表作有：《二泉映月》、《良 

宵》……

三、细听乐曲，为《赛马》分段。

现在，我们再来听这首好听地二胡独奏曲《赛 
马》，边听边想，它描绘了几个场景。

（一）细听第一部分，感受音乐节奏。

教学后记

课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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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听第二部分，把握音乐的变化。

（三）细听第三部分旋律，体会“冲刺”。

（四）乐曲小结。

现在，我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一起再听一次乐 
曲，想一想乐曲的结构？

师：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情绪都比较（激  

烈），第三部分更为激烈，是全曲的高潮。第二部 

分的情绪比较（欢快、热烈）。［音响演示 8：：结 

构图 A—B—A］

四、小结［播放：爱我中华］

1、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除了蒙古族，你还知道哪些民族？一 

共有多少个民族？对！56 个民族 56 支花，更有丰 

富的民族音乐文化等待着我们继承和发扬，希望我 

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小天使都能将我们的民族音  

乐发扬广大，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 业 安 排

欣赏《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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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学唱《美丽的夏牧场》

通过学唱《美丽的夏牧场》培养学生富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学会采用不同的形式表现歌曲的美。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新歌教学

1、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歌曲《美丽的夏牧 

场》，请同学们一起来哼唱旋律，同时观察旋律中 

哪个音出现的最多。

2、师：是的，在歌曲中，以“6”音为主的旋 

律都给我们感觉比较优美，再加上中速的演唱速  

度，让歌曲更加抒情了。

3、我们一起来唱第一段歌词，找出你认为最 

难唱的地方。

4、师：请大家跟着老师的琴声再把第一段歌 

词完整地唱一遍，你能找出你觉得最抒情的一句

吗？为什么？讲述音乐知识“⌒”6、单独哼唱“啊”

（第三乐句）指导声音。

5、师：同学们，这段歌词中出现了“阿肯” 

一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作 业 安 排

学唱《美丽的夏牧场》

课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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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欣赏《金杯》《牧歌》 课 型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1、了解我国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蒙古人民对自己故乡深 

沉真挚的恋情，激发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趣及对祖国民族音 

乐文化的热爱。

2、欣赏各种艺术形式的《牧歌》感受蒙古音乐独特的长调风 
格

3、欣赏《牧歌》感受无伴奏合唱人声的艺术魅力，多声部效 
果的美感和内蒙古民歌优美的

1、体验蒙古民歌的风格，把握《牧歌》的特点及培养学生欣 
赏音乐的兴趣。

2、感受无伴奏合唱形式的人声美与丰富的和声效果。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师生问好，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同学们，我国有多少个民族？那你都知道哪些 
民族呢？

师：今天我带领大家去一个民族，蒙古族，好 
吗? (音响播放蒙古族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

（二）、新课教学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音乐。 

无论你是什么民族，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 

蒙古人演唱的长调牧歌，便立刻感受到浓郁的草原 

气息，体味到高度的艺术享受。不信，我们来欣赏 

一下。在欣赏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牧歌？

牧歌：十四世纪发源于意大利，是一种声乐体  

裁，我国民歌中的“牧歌”属于山歌性质，是牧民 

放牧时唱的歌，内容多为赞美劳动，歌颂家乡和抒  

发情感。

1、欣赏男声独唱《牧歌》从这首歌曲的欣赏 
中你感受到了什么？使你联想到了什么？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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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赏无伴奏合唱《牧歌》

(1) 通过聆听无伴奏《牧歌》问同学们和我们 
平时听到的合唱有什么不同?

(2) 讲解无伴奏合唱知识，让学生了解无伴奏 
合唱形式。

在合唱的各种形式中，有一种完全不使用伴奏 
乐器的纯人声合唱形式，称为无伴奏合唱。

(3)学生认真聆听和我们刚才欣赏的独唱《牧 

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请同学们谈一谈又有 

什么感受？

3、复听无伴奏合唱《牧歌》分析，讨论作品 
特点、结构。进一步感受音乐美。

（1）播放音乐，学生认真聆听。

（2）分段欣赏。每个乐段表达了什么内涵？

（3）同学们两首牧歌对比起来，你更喜欢哪 
一首呢？为什么？

（三）拓展延伸 欣赏：无伴奏合唱《小白菜》

四、小结

同学们，通过欣赏《牧歌》，我们对蒙古族音 

乐有了初步感受体验，通过参与讨论和表演，同学  

们对歌曲有了进一步了解，开阔了视野。不同音乐  

创作形式带给了我们不同的音乐美感，欣赏无伴奏  

合唱《牧歌》，老师相信这优美的旋律深留在你们  

的脑海里，当然这一切都得感谢我们的民歌，正是  

这些民歌激发了音乐创作者的灵感，给他们提供了  

音乐创作的素材，才能使我们欣赏到更美的音乐作  

品，也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的民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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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课  题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学唱歌曲《我爱银河》          课 型

1．学唱歌曲《我爱银河》，能自主设计演唱形式并进行歌曲处理。

2．唱准两个声部，使两个声部的音色完美和谐。

3 、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

1．指导学生准确把握悠长气息的呼吸点，运用优美的声音演 
唱歌曲。

2．注意弱起小节的演唱节奏，把握乐句之间的起始，做到准 
确地起唱。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一、导入新课

1．学生观看银河知识介绍视频，激发学生对 

探索星空奥妙的热情。

2．欣赏歌曲《我爱银河》，感受歌曲的情绪。

二、《我爱银河》歌曲学习

1．聆听歌曲《我爱银河》。

2．学习弱起小节。

3．练习歌曲前四个乐句的演唱。

4．演唱歌词。

5．第二乐段及二声部学习。

三、歌曲处理

1．提问：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现了对银河的 

赞美。你觉得应该怎样演唱才能更好地表现这首歌 

曲？

2．学生活动：设计领唱、合唱的形式，跟随 

《我爱银河》伴奏完整地演唱歌曲。

3．师生互动：教师将学生分成两组进行二声 

部演唱，比一比哪个组演唱的声音连贯、气息悠长，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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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节奏准确。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四、课堂小结

今天学习的歌曲节奏舒展，同学们一定要控制 

气息的分配。请同学们课下练习急吸慢呼的方法帮 

助我们提高歌曲的演唱技巧。

作 业 安 排

学唱歌曲《我爱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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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1、复习歌曲《我爱银河》。

2、学唱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1、能将《我爱银河》唱得更加优美生动。

2、初步学会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3、通过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成功的事例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科学、学 

习科学的热情。

可渗透的法制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进步法》

第二条    国家坚持科学发展，实施科教兴国，实行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1、复习《我爱银河》导入。

2、学唱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1）从神五、神六引出歌曲的主题——蓝天向我们召 

唤。学生展开讨论。

（2）朗读歌词。

请学生说说对歌词的理解和感受。

（3）欣赏歌曲的范唱录音。

（4）随录音学唱歌曲第一乐段的歌词及歌谱。

（5）学唱合唱部分的第一声部。

（6）学唱合唱部分的第二声部。

（7）两声部合唱，做到节奏、音准基本准确。 

3.课堂小结

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相关内容， 

了解中国首次载人舤天飞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认识到我国非常重视发展科学技 

术。

作 业 安 排
1、复习歌曲《我爱银河》。

2、学唱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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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第 章【单元】第   课时 总   课时  授课日期    ）

欣赏影片《飞天》插曲《飞天》

通过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成功的事例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 

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重难点

教学资源开 
发利用

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法选择、学法指导

教学后记

1、导入：随歌曲演唱。

2、欣赏影片《飞天》插曲《飞天》

自古以来，人们对浩瀚的宇宙太空充满渴望，

飞天的梦想已得到实现。中国航天员曾多次进入太

空，并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3、赏析影片《飞天》片断。

4、小结。你对神州飞船关注吗？对航天英雄们敬

仰吗？努力吧！

作 业 安 排

欣赏影片《飞天》插曲《飞天》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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