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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爱满人间》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1、学唱歌曲《歌声与微笑》 

2、欣赏歌曲《爱星满天》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学习本单元的意义，歌颂爱心，培育爱心。

2、能自主学唱歌曲并设计歌曲的演唱情绪，力度等；合唱时声

部和谐、声音优美。

3、能注意歌曲中段落的划分，并通过歌声表达出来。 

【教学过程】

导入

1987  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善  

良的家庭女主人，一位是身患白血病的小保姆，姑娘在女主人和邻里 

的关怀、帮助下战胜了病魔，他们共同述说着这一动人的故事，随即 

《爱的奉献》歌声响起，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和所有的电视观众，歌曲 

中的"只要你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早已唱遍了了全  

国。

这一单元的名称是"爱满人间"，我们必须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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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做一件小事能使别人得到帮助，我们也应该坚持去做，这就是 

我们学习这一单元的目的之一。

这一单元的四首歌曲都是有关爱心的，有的表现朋友之间的爱， 

也有表现全人类的爱，本节课我们先来学唱《歌声与微笑》。

2、学唱歌曲

（1）听一遍范唱录音。

（2）这首歌同学们早就听会了，但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歌 

曲的歌词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呢？（师生共同讨论）

第一部分实际上只有两句歌词：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 

你的微笑留下"，歌声与微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第二部分是引申， 

描绘了"友谊花开遍地香"的情景。这首歌虽然短小，意义却真不小。

（3）随教师的琴声学唱第一部的歌谱（因为此歌大多学生已经 

会唱，所以可以先学唱歌谱），随后全体学生共同学唱歌唱部分的第 

二声部歌谱，应特别注意"3-#5"处#5 的音准。

（4）学唱第一乐段的歌词，因学生已经会唱，所以教学的重点 

应放在对声音的要求上，注意低音不要压着唱，四拍的长音要唱够时 

值。

（5）学唱第二乐段的歌词，重点放在第二声部（特别是最后两 

小节）。

（6）二声部合唱，最好是男女声各有一半唱第一声部，另一半 

唱第二声部。

3、欣赏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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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听《爱星满天》的录音。

（2）师生共同讨论歌词的含义，重点是"世界就是美丽的天空"" 

我们就是美丽的天空，颗颗爱星像满天的星星"  。

（3）复听。

（4）划分段落，并找出段落内相同或相似的乐句。

（5）再次欣赏，鼓励学生轻声地跟着录音哼唱。

4、小结

这节课开始我们本学期第一单元的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 

元，我们要牢记这句歌词"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按照教科书的要求，要背唱《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曲（最好也能 

背唱第二声部），请同学们在课外多加练习，同时考虑为这首歌曲创  

编集体舞的动作。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学唱歌曲《爱的奉献》

2、欣赏合唱《欢乐颂》

3、课堂乐器演奏《欢乐颂》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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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学会歌曲《爱的奉献》并能划分乐段，感受并表现两个 

乐段不同的音乐情绪。

2、初步了解"乐圣"贝多芬及其在世界乐坛的地位和贡献，并学 

习他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

3、初步熟悉《欢乐颂》的音调，并能用课堂乐器演奏。

【教学过程】

1、学唱歌曲

（1）介绍歌曲《爱的奉献》诞生的背景，听一遍范唱录音。

（2）先随录音、后随琴声学唱第一乐段的歌词，其中穿插朗读 

歌词，并注意第一段歌词中的四个排比句。

（3）先随录音、后随琴声学唱第二乐段的歌词，注意 "啊"的时 

值（应是 6 拍），教师可用指挥动作提示。还应注意该乐段上、下两 

句是平行结构。大多相同，只是在"美好的人间"处有所不同，要作多 

次对比示范，防止学生混淆。

（4）学唱尾声部分应用指挥动作提示节拍。

（5）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为歌曲划分乐段，并按教科书要求 

设计初两个乐段的强弱变化并提示两个乐段的情绪要求。

（6）连起来唱几遍，可分别有几位学生来领唱和指挥。

2、欣赏歌曲

（1）介绍"乐圣"贝多芬。

贝多芬是世界乐迷熟悉的音乐家。可先由学生来介绍，最后教师 

补充、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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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的四幅照片简略的介绍了贝多芬的生平及作品，可让学 

生仔细换看图片好阅读说明文字。

交响曲是音乐作品中结构最宏伟的，通常有三到四个乐章，我们 

今天欣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的合唱部分主题，同 

学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音乐素养的提高，感受就更加深刻了。

（2）《欢乐颂》是贝多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表现，他想象 

的全人类拥抱起来、团结起来的场面虽然是一种理想，但在当时乃至 

现在仍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九交响曲》首演获得空前成功，巨大的 

欢呼声几乎要将大厅的屋顶掀翻，可见这首交响曲深得民心。

（3）欣赏合唱《欢乐颂》。

（4）学生学唱第一声部的歌谱。

（5）复听。

3、器乐演奏

（1）用课堂乐器演奏《欢乐颂》的主旋律。

（2）用课堂乐器演奏《欢乐颂》的第二声部旋律。

（3）二部合奏。

（4）二部合奏配上打击乐器，教师或学生指挥。

4、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唱了《爱的奉献》，初步了解了"乐圣"贝多芬。有 

关贝多芬的故事还有很多，他的作品也很多，请们在课外收集一些材 

料和音响，举办一次"走近贝多芬"的主题欣赏会。

【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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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1、学唱歌曲《欢乐颂》

2、集体舞《歌声与微笑》 

【教学目标】

1、能准确、和谐地演唱二部合唱《欢乐颂》，并能背唱第一声部。

2、在分小组合作创编集体舞的过程中，发挥大多数学生的主动

性，创造性。

3、在学跳集体舞的过程中秩序井然、大方活泼、热情参与。 

【教学过程】

1、学唱歌曲

（1）学唱《欢乐颂》的第一声部歌谱及歌词。

（2）学唱《欢乐颂》的第二声部歌谱及歌词。

（3）二声部合唱。

（4）大部分学生演唱，小部分学生用课堂乐器作伴奏（可相互

交换几次）。

（5）背唱《欢乐颂》，教师指挥，用录音带伴奏。

2、集体舞

（1）教师提出分小组创编集体舞的要求，即动作要简单易学、

舒展大方、富有节奏感，也可以适当编一些双人的动作（可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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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照片。每个组可以只编 1-2 个动作。要求人人参与，不要只靠个 

别骨干来创编，其他人旁观。

（2）分小组创编集体舞动作。

（3）各小组汇报表演。

（4）教师将各组最优秀的动作集中起来，加以组合或略加改编，

组成集体舞的基本动作。

（5）随《歌声与微笑》的音乐，同学学习集体舞的基本动作。

（6）部分舞蹈好的学生，随音乐完整地跳集体舞的基本动作。

（7）全体学生一起跳集体舞。

3、小结

我们在自己的乐队伴奏下，演唱了《欢乐颂》，还创编了集体舞 

《歌声与微笑》，可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未能尽兴，我们可以在课外活 

动的时间内再次纵情的歌舞，集体舞能使我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  

展，可以增进班级的团结，希望不太善于歌舞的同学也能大胆的参与， 

增强阳光少年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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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学曲艺》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说演弹唱》、欣赏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 

【教学目标】

1、通过初步介绍曲艺音乐和学唱、听赏，使学生知道曲艺音乐 

也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齐葩，对它产生初步的兴趣。

2、能初步唱出《说演弹唱》的韵味。

3、初步了解曲艺音乐的特点。

【教学过程】 

导入

1.本单元我们要学习丰富多彩的曲艺音乐，曲艺的唱腔与语言紧 

密结合，风格各异，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2、学唱歌曲《说演弹唱》

（1）这首歌曲的歌名概括了曲艺的全部演出形式，也是曲艺的 

特点，学生们议论讨论发言，教师总结。

（2）听几遍录音范唱。

（3）学生随录音学唱，不必学唱歌谱。

（4）用歌曲的节奏朗读歌词，务必将每个字都吐的很清楚。

（5）再随录音学唱，注意其中的韵味。

（6）随伴奏带演唱，教师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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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

（1）简介：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轰动了整个中 

国，那就是《四世同堂》。这是用京韵大鼓音调创作的歌曲。

（2）听录音。（请学生参考图片进行听赏）。

（3）我们听到在录音中有鼓和板的声音，这就是京韵大鼓演员 

自己击打出的声音。

（4）请学生参考图片进行听赏。

（5）再欣赏一两遍，要求学生感受京韵大鼓的音调和独特的韵 

味。

4、小结：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欣赏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太平歌词选段，随录音学唱《重整河 

山待后生》。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太平歌词等选段，进一步激 

发学生了解和学习丰富多彩的曲艺音乐的愿望。

2、通过轻声模唱《重整河山待后生》，继续感受京韵大鼓特有的



10

韵味。

3、通过欣赏和亲身演唱，能说出曲艺音乐的若干特点。 

【教学过程】

欣赏

上节课我们欣赏了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学唱了具有京 

韵大鼓韵味的歌曲《说演弹唱》，对京韵大鼓的演唱方式和其特有的 

韵味有了初步的了解，本节课我们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再欣赏其他的 

曲艺音乐品种．我国的曲艺种类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选其中一小部 

分欣赏。

（1）我们先来欣赏苏州弹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请同学们仔细倾听，听完后说一说这四个段落在音乐上的不同表 

现。

放录音两遍。

学生述说四个段落音乐的不同表现，第一段第一句表现了作者巨 

大的巨大的悲痛，第二句表现了"杨""柳"升天的景象。第二段是叙事 

性的，第三段是舞蹈性的，第四段是戏剧性的，也是全去的高潮所在。

我们再来欣赏四川清音《小放风筝》。

a老师简单介绍后放录音两遍。

b学生评说。

（2）下面我们来欣赏太平歌词《说大话》。

a教师简单介绍其内容后放录音两遍。

b学生评论，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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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随录音学唱前四句，并做课本上的练习。

2、学唱《重整河山待后生》

这一唱段情绪跌宕起伏，音域也较宽，学生是难以演唱的之所让 

学生演唱是为了让他们亲身实践，切身感受京韵大鼓讲究咬字吐字的 

特点并感受其特有的韵味，因此只要求跟着录音轻轻哼唱，不必离开 

录音放声歌唱。

3、小结

师生共同总结曲艺音乐的特点和南北方曲艺音乐风格的不同。 

【课后反思】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音乐活动--说演弹唱曲艺 

【教学目标】

1、对前两节课教学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

2、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曲艺音乐的兴趣。

3、培养学生收集、利用信息的能力和组织、交流、合作的能力。

【教学过程】

1、由两位学生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说、演、弹、唱曲艺，同学们可以边说边演或 

边谈边唱，或只说只唱只弹只演，甚至也可以只唱一两句，但都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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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可以是一个人表演或两三个人共同表演，也可以是小组共同表 

演。老师准备一付竹板、一只小鼓，同学们可以在表演中运用。

2、学生分别表演节目，其间教室也可唱一曲片断。

3、在齐唱《说演弹唱》的歌声中结束。

《第三单元 古曲新韵》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1、欣赏埙、中阮重奏曲《阳关三叠》；

2、学习歌曲《阳关三叠》。

【教学目标】

1、欣赏古曲《阳关三叠》，了解埙的相关知识；

2、学会演唱歌曲《阳关三叠》，并能够感受和表现出歌曲的基本 

情感。

【教学过程】

一、导入：讲音乐故事

1 ．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古代有关知音的故事吗？

2．请学生讲故事，教师补充。（如果学生不了解，由教师讲故事。）

3 ．问：同学们，听了知音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让学生谈谈自 

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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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答案可能涉及到朋友间的友情，这为下面学唱歌曲《阳关 

三叠》做了铺垫。

二、欣赏埙曲《阳关三叠》

1、介绍歌曲背景。

2、让学生背诵《送元二使安西》，体会歌词内涵。

这是唐代非常著名的一首差别诗，当时被谱曲传唱，称为 "阳关 

三叠"。前两句，点明了送客的时间和地点。初春的早晨，一场细雨  

使尘埃落定，空气变得湿润清凉；从渭城的客舍放眼看去，到处是青 

青的柳色，一片生机盎然。诗中柳色的"柳"与留恋的"留"谐音，更表 

达出诗人对好友元二的依依惜别之情。后两句写在送别的酒席上，诗 

人劝他多饮几杯，因为从渭城西行出了阳关，再不会遇到熟悉的朋友 

了，何况此行的目的地，是比阳关更遥远的安西呢？这两句，字面上 

似乎只是劝酒，实际上却是衷心地祝愿着好友，在那遥远而陌生的地 

方一切平安。诗中把深沉的情感融入平淡的话语中，更增添了感人的 

力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3、初听感受音乐，请学生回答全曲意境。

4、分段欣赏、分析，感受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完美艺术效果。

5、音乐知识：认识吹奏乐器--埙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 

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

传统的埙多为卵形埙，现在则有葫芦埙、握埙、鸳鸯埙、子母埙



14

等多种，样式美观，工艺精细。 

三、唱歌

1 ．先听歌曲范唱或录音《阳关三叠》；。

2.  让学生跟随录音学唱。

3 ．请学生分析歌曲在调式、节奏、音程等方面的特点。比如，

歌曲前面部分较为平缓，音与音之间多为邻音，节奏上先长后短等。 

应注意使学生总结出这些特点对歌曲情感表达的作用。

4.  教师辅导学生学会这首歌，全班集体演唱。

四、总结并布置下节课的内容。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欣赏筝独奏《渔舟唱晚》 

【教学目标】

通过欣赏筝曲《渔舟唱晚》，认记民族管弦乐器--筝的形状和音色； 

想象乐曲描绘的夕阳西照下湖面歌声四起，丰收的渔民满怀喜悦，驾 

着片片白帆纷纷而归的动人画面。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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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

1、听音乐进教室 。

2、师生问好。

3、复习。

我们以前欣赏了哪些民族乐曲？

请同学说说，它们各用了哪些乐器，表现了什么内容。

4、介绍民族乐器--筝

古筝是一种弹拨类乐器，音色优美、旋律流畅，似天上的行云、 

地上的流水。

用筝弹奏的曲目很多。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经典的古筝独 

奏曲《渔舟唱晚》。这首乐曲是古筝家娄树华先生在三十年代改编的 

娄树华先生根据乐曲的意境引用了唐代王勃《滕王阁序》里： "渔舟 

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佳句作为乐曲的标题。请同学们仔细欣赏，

有两个问题带给大家：1、这首乐曲表现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2、乐 

曲大体可分为几乐段？

二、欣赏筝独奏 〈渔舟唱晚〉

2、请同学们对照图片，指出音乐所表现的情景。

小结：《渔舟唱晚》以歌唱性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夕阳西下，

晚霞斑斓，渔歌四起，渔夫满载丰收的喜悦欢乐情景，表现了作者对 

祖国美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

3、复听：看书中的三幅图，边听边看，听听谈谈乐曲中描绘的 

内容，可分为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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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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book118.com/446132200044010231

https://d.book118.com/446132200044010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