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精编   优秀教案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第 1 课)

教学内容:

1、曲《新世纪的新一代》

2、乐诗朗诵 

教学准备：

钢琴.录音机.磁带.三角铁.小铃鼓. 

教学目标：

学会歌曲《新世纪的新一代》,并有感情的演唱,能够用三角铁.小铃鼓等打击 

乐器为歌曲伴奏,能够选择适当的音乐为诗朗诵配乐,并勇敢地即兴表演.

重点与难点：

1、学重点:学唱歌曲《新世纪的新一代》,感受歌曲的演唱情绪,能够有感情的演 

唱.

2、学难点:节奏x xx 0 ( xxxx)演唱与间奏的衔接要准确.

教学过程:

3、放《新世纪的新一代》的歌曲录音,让学生感受歌曲欢快热烈,充满活力的情 

绪,学生进入学习的情境.

4、学生讨论:对刚刚听到的歌曲进行初步的分析,如:歌曲的情绪是什麽样的?歌 

曲的速度为什麽用“中速稍快”而不用慢速、很慢来表现?歌曲演唱有神魔特点? 

等等.

5、第二边播放歌曲录音,结合讨论的问题再次聆听,进一步感受歌曲的粒度\速度 

\演唱情绪.

6、学生听录音学唱《新世纪的新一代》,边唱边体会歌曲的意境.注意轻声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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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请学生仔细观察,找一找\议一议\谈一谈,简单分析歌曲的特点.如:第一乐段 

四句节奏完全相同;歌词与旋律结合紧密,一字一音;旋律的 2、4、6、8 小节第三 

拍处标有拍击节奏的记号和“小过门”;第二乐段 1---12 小节的第一拍和 13、14 

小节的一、三拍都标有“三角铁”记号。让学生知道和理解歌曲第一、第二乐段 

的节奏有神魔变化和特点,这些手段都是为表达歌曲意境\情感服务的。

8、在老师的钢琴伴奏下,进一步练唱歌曲,直至熟练演唱.

9、按照教材要求,在拍手处击拍节奏,在”三角铁”处自选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师钢琴伴奏,学生自信的演唱 1-2 遍。

10、将学生分成两组,比一比那个组演唱的声音洪亮,情绪饱满,音高、节奏准确。

11、学生讨论:这首歌曲还可以采取哪些演唱形式?(独唱、领唱等)

12、教师可以按照学生讨论的意见,采用多种方法和演唱形式练唱,边唱边拍手打

节奏.还可由学生自主设计其它方式进行表演。

13、下方法供参考 :

(1)               在拍手处可以边拍手边喊“嗨、嗨”，烘托气氛。

(2)               可以根据歌词的提示做表演,如:走秧歌步,精神饱满地和着

音乐踏步。

(3)               教师为本课教学准备一些渲染气氛的道具 :锣、鼓、镲、彩 

绸等,便于学生边歌边舞.

14、学生转入下一内容的学习---配乐诗朗诵.

(1)               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上的诗歌 ,初步了解诗歌的内容 ,体会诗

歌的意境.

(2)               播放《中学时代》、《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曲录音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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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地聆听,感受歌曲的情绪。

(3)               教师再为学生播放几首音乐,由学生自主选择乐曲给诗歌配

乐。

(4)               教师宣布:小小诗歌朗诵会现在开始。

(5)               学生自荐、自愿为老师和同学表演诗朗诵。

(6)               教学评价：生生互评、师生共评。

课后记：

教师的范唱调动了学生学唱的积极性，用美声唱法指导学生发声，解决了高音视 

唱难的问题，获得良好效果。打击乐器的加入，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应进一步鼓励学生走上“舞台”大胆表现自我。

第一单元 （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2、欣赏《飞来的花掰》、《校园的早晨》。 

教学目标：

1、能够用竖笛独奏一首乐曲，并学会与他人合奏。

2、认真聆听两首欣赏歌曲，比较两首歌曲在演唱力度、速度、情绪、意境等方

面的异同。 

教学过程：

1、教师手持竖笛向学生展示简介竖笛知识。

2、教师亲自为学生演奏一段轻松、活泼、有美、抒情的小乐曲，也可以播放竖 

笛演奏的录像，激发学生对学习竖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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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吹竖笛，从5、 6、7、1四个音学起，先练习吹长音：5 ― ― ―、6 ― ― ―、 

7 ― ― -1 ―――反复练习。

4、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对着书上的曲谱，练习吹奏。

5、分组练习，教师指导，互相学习，切磋技艺。

6、清学生为大家吹奏小乐曲《回忆》，其他同学可以随着旋律作指法练习，巩固

学习成果。

7、师生合作演奏《颂祖国》教师弹钢琴，学生吹奏竖笛，培养学生的听辩能力 

和合作意识。

8、欣赏〈〈飞来的花瓣〉〉

（1）教师引导：同学们，你们知道教师节是哪一天吗？为什么要为教师规定一 

个节日？教师节这一天你们准备做点什么？你能为大家讲一个你身边的老师最

另你感动的故事吗？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2）学生活动：与同学一起讨论，互相启发、提示，发表见解。

（3）播放录音：《飞来的花瓣》（合唱），认真聆听，感受作品的意境。

（4）教师引导：“你从这首歌里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

（5）学生活动：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谈一谈欣赏后的体会。

（6）师生互动：老师要结合自己的成长过程，向学生讲一个自己当老师的故事、 

或自己老师的故事，引起学生的共鸣，深刻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

（7）      生活动：再次听录音，认真聆听，进一步思考并感受作品的力度、速 

度、情绪、情感的对比变化。学生可轻声哼唱，熟悉旋律，感受歌曲的旋律美、歌 

词美、演唱形式美、风格美。

（8）      生活动：展示才艺，为老师唱一首心中的歌，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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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祝福。

（9）               师生互动：老师为学生弹唱《校园的早晨》，请同学认真 

欣赏，然后将听到的歌词记写在书上相应的乐谱下面。

课后记：

本节课开始学习吹奏竖笛，各班都由部分学生接受较慢，教师还要多关心他们， 

帮助这些学生树立信心，因此，可以增加一课时。

第二单元   祖国颂

（第 1 课时）

教学内容：

歌曲《歌唱祖国》。

教学目标：

学会歌曲《歌唱祖国》；感知音乐结构；掌握歌曲演唱风格，复习乐谱知识。

重点难点：

重点：通过在课堂上学唱这首歌曲达到会背的目的。

难点：在学唱这首歌时，要有唱谱练习。的一，用首调唱名法，了解D 大调的音 

位；第二，掌握弱起节奏和附点节奏，从理论上理解时值关系，从感觉上体会节 

奏。

教学过程：

1、                       学生伴着歌曲的录音走进教室，体验歌曲的进行 

节奏和雄壮的风格。

2、                      教师通过语言引导学生学唱这首歌曲。(1-2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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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进行乐谱分析（如果学生音乐基础好，可在 

教师指导下自己分析），并做练习。

(1)调式、调性（D 大调）和唱名；

(2)节拍及其特点（四二拍子、弱起小节、附点音符）；

(3)典型节奏型；

(4)旋律进行特点；

(5)音乐结构，越短和乐句；

(6)词曲关系。

4、                       教师引导学生唱歌谱，然后边听录音（或跟琴）

边唱乐谱，直到唱熟(4)

5、                       再听一遍录音，在课堂上讨论歌曲的演唱风格，

包括力度、速度、节拍、节奏，旋律线等。同时，说出这首歌曲的音乐结构—— 

三段体，以及它们所造成的“陈述——对比——再现”的艺术效果。

6、                       按照讨论出的音乐演唱风格，以自然、明亮的声 

音有表情地演唱这首歌曲，并背唱。

小结：

今天我们再次学唱了《歌唱祖国》这首颂歌，进一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希望同学们能把这种热情带入学习等各方面中。 

课后记：

学生对此歌比较熟悉，能主动学唱，并能参与小组的集体齐唱。教师参与指挥， 

学生的演唱激情高涨，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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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歌曲《祖国颂》、《祝福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祖国歌》。 

教学目标：

欣赏《祖国颂》、《祝福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祖国歌》，体验出每 

一首歌曲在表达热爱祖国、歌颂祖国情感时的不同方式；掌握不同的声乐演唱形 

式和演唱风格；体会不同的节拍、节奏与歌曲音乐的关系；认识旋律线；了解民 

间曲调和前辈的歌。

重点难点：

1．重点：辨别不同歌曲的不同演唱形式；感受不同歌曲的风格、音乐效果；感 

知歌曲的力度变化、旋律起伏的音高变化。

2．难点：（1）本科音乐材料比较多，要求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较好地完成教学 

任务。

（2）引导学生完成本课的各项任务：画旋律线，填写表格，制作小插 

图。

教学过程：

1．教师用语言引入本课的教学内容——欣赏 4 首颂祖国的歌曲，或复习各取《歌   

唱祖国》。“热爱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心声，在这一课，我们能欣赏到不同  

的歌颂祖国的歌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了热爱祖国的感情。”

2．请听第一首歌《祖国颂》。简单介绍作曲家刘炽、词作曲家乔羽。

3．提问：（1）在这首歌曲中我们体会什么样的音乐形象？他们是如何表现的？ 

启发学生用恰当的音乐表情术语描绘各段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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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的、辉煌灿烂的、欢跃的、抒情的、热烈的、流畅的、气势宏伟的等等。 

感知歌曲割断不同的力度、音色、节奏、旋律线等音乐表现要素，及其音乐表情 

的关系。）

（2）在这首歌曲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演唱形式？

（3）在这首歌曲中我们听到了几个段落？个表现什么？启发学生感知音乐结构， 

说出歌曲的音乐段落；简单表述各不同段落音乐的对比与变化（包括节拍、速度、 

力度、调式、旋律线、音色等）。

第一段：四句，南高、女高、男声、女声领唱接合唱，表现朝阳普照大地的灿烂。 

第二段：合唱“啊”为背景，男声朗诵，表现祖国江山美如画和人民的豪迈。

第三段：合唱，表现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四段：分为三段词。第 1、2、3、段词分别为女高音领唱接合唱；男、女高音 

领唱接合唱，以抒情性和叙述性表现对祖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的歌颂和赞美。

的五、六段：合唱，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烈的赞颂和祖国的光辉前景。

4．再听一遍《祖国颂》，同时要求学生画出旋律线，并思考上述问题。

5．课堂讨论上述问题，并填写表格。

6．请听《祝福祖国》和《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7．提问：（1）这两首歌曲在音乐形象上与《祖国颂》有什么不同？启发学生用

恰当的音乐表情术语描绘各段音乐。（《祝福祖国》抒情的、叙述性的、歌唱性；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欢快的、热情的、充满想象的。感知并简述每一首歌 

曲及其各不同段落音乐的对比与变化；不同段落的不同的力度、速度、音色、节 

奏、旋律线等音乐表现要素，及其与音乐表情的关系。）

（2）这两首歌曲的演唱形式是怎样的？各分为几段？（《祝福祖国》女声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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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段；《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女声独唱和混声合唱，分为两段。）

（3）这两首歌曲的演唱风格是怎样的？（《祝福祖国》为民族风格或民歌风，bE 

宫调；四四拍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通俗风格，E 宫调；四四拍子。二《祖 

国颂》为美声风格，以F 大调为主，变调拍子，包括四四拍子、四二拍子、八六 

国颂》为美声风格，以F 大调为主，变调拍子，包括四四拍子、四二拍子、八六 

拍子。）

（4）在歌曲中是怎样歌颂祖国的？以歌词为线索，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为这 

两首歌曲制作小插图。如《祝福祖国》有民歌风格，可结合我国农村的景色，《今 

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可与“国庆”的主题相结合。

8 、再分别听一遍这两首歌曲，同时画出旋律曲线。

9 、请听《祖国颂》。

10 、介绍这两首歌曲的产生背景和民间乐曲《老八板》，调式（A 调式）、节拍（四 

二拍子）、分句。强调这是前辈们唱过的歌，前辈们在这首歌的激励下，努力学 

习，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要有前辈们的这种精神。

小结：

我们已经学唱和欣赏了 5 首歌唱祖国的歌曲，它们各自有不同的风格、演唱形式， 

各具不同的艺术感染力。《祖国颂》为领唱、合唱包括朗诵等形式，气势恢宏，

是一首歌颂祖国的颂歌；《祝福祖国》为女声独唱，带有民歌风格，表现出一种 

质朴的感情；《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为女声独唱，音乐更加富有时代感，接 

近青年的生活；《祖国颂》自 20 世纪二十年代广泛传唱于校园，这首歌曲把我们 

带入了另一意境，由于曲调取自民间乐曲《老八板》，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词曲都带有时代的烙印。请同学们想一想很有哪些歌唱祖国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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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允许，可将4首歌曲联起来听一遍。 

课后记：

通过欣赏，使学生进一步体验出每一首歌曲在表达热爱祖国、歌颂祖国情感时的 

不同方式；掌握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和演唱风格；体会不同的节拍、节奏与歌曲 

音乐的关系；认识旋律线；了解民间曲调和前辈的歌。学生比较喜欢这些歌，有 

的还跟唱。

（第 3 课时） 

教学内容：

交响曲《沃尔塔瓦河》 

教学目标：

掌握《沃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听便西洋乐器；启发学生形象思维；了解捷克 

和沃尔塔瓦河（音乐与相关文化）。

教学过程：

1、导入：在上一节课，欣赏了四首以歌颂祖国为题材的中国歌曲，这节课欣赏  

一首以歌颂祖国为题材的外国交响乐作品，体会一下器乐曲表达情感、形象的不 

同特点。

2、介绍捷克和沃尔塔瓦河。

在欧洲有一个过家叫捷克，捷克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是“沃尔塔瓦河 ”。（出示地图） 

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是一部著名的赞美祖国的音乐作品。

（出示斯美塔那的画像，简介交响套曲和《我的祖国》）

其中的第二曲《沃尔塔瓦河》是最著名的，他的主题旋律优美、宽广，形象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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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沃尔塔瓦河，充满了对她的歌颂和赞美。

3、欣赏主题旋律。（摘录乐曲中的主题旋律）请同学们跟随录音，看着乐谱哼唱。 

4、  介绍乐曲内容，分段听赏。启发学生感知在这个作品中典型的音乐形象是 

什么乐器表现的？如沃尔塔瓦河的源头——小溪是以长笛和单簧管等表现的；沃 

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是以小提琴为主表现的等等。

介绍每段中的主要乐器，引导学生听辨乐器音色（教材中所例钢琴、手风琴未出 

现）。

（1）       沃尔塔瓦河的源头 1、源头 2：长笛、单簧管，后弦乐器加入，大

提琴音色明显。

（2）       沃尔塔瓦河主题旋律：小提琴为主，还有管乐、三角铁等。

（3）       林中狩猎：圆号的狩猎号角节奏型，小号上行分解和弦等。

（4）       乡村婚礼——波尔卡舞曲：弦乐为主，乐队全奏（有三角铁）。

（5）       月亮、水仙的舞蹈：长笛吹出流水的波纹（水仙主题），弦乐奏出 

平静的旋律（月亮的主题），竖琴间插琶音如水波。

（6）       沃尔塔瓦河主题旋律。

（7）       圣-约翰峡谷：木管组和长号奏出和弦长音，大管奏出长音和上行  

级进旋律，圆号和小号奏出连续一拍的和弦音型，弦乐组奏出各种不同音型，大 

鼓和定音鼓奏出长音，以较快地速度和很强的力度描绘河水波涛汹涌。

（8）       沃尔塔瓦河的滔滔流水和“谢维格拉德”动机；乐队全奏。

5、听赏全曲。随音乐画出想象的图画。在听赏音乐时，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 

将听音乐时在头脑中产生的画面用图画的形式展示出来。（13 分钟）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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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今天的欣赏课，我们了解了“捷克及其境内的沃尔塔瓦河 ”、捷克作曲家“斯 

美塔那”、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及其第二首《沃尔塔瓦河》和“交响套曲”。在 

听辨作品的过程中，了解了各种乐器的音色，了解了《沃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

体会作曲家融汇在作品中的对祖国的深情。 

课后记：

通过欣赏，同学们了解了“捷克及其境内的沃尔塔瓦河”、捷克作曲家“斯美塔 

那”、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及其第二首《沃尔塔瓦河》和“交响套曲”。

在听辨作品的过程中，了解了各种乐器的音色，了解了《沃尔塔瓦河》的主题旋 

律。体会作曲家融汇在作品中的对祖国的深情。优美的音乐使人陶醉，好多同学 

要求有机会还要再听一次。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第 1 课时) 

教学内容：

欣赏：小提琴曲《金色的秋天》、协奏曲《四季——秋》； 

唱歌：《西风的话》。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音乐作品小提琴曲《金色的秋天》、协奏曲《四季——秋》，了解、 

感知音乐如何描绘秋景，体会其抒情性，在教学中感受音乐审美的愉悦。

2、学会演唱《西风的话》。 

重点与难点：

指导学生用自然、舒展的声音演唱《西风的话》，表现歌曲的抒情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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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1、采用提问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说出描绘秋景、对秋天的感受及与之相关的主题词。如“金色”、“秋收 ”、 

“红叶 ”、“谷穗 ”、“旷远 ”、“凳高 ”、“赏荷 ”、“狩猎 ”、“载歌载舞 ”、“凋零 ”、“肃 

瑟”等。

2、音乐家是如何运用不同的音乐形式描写秋天的？

播放《金色的秋天》，请同学讨论该乐曲采用了哪种音乐形式，表达了何种情感 

（悲凉、热烈、抒情、昂激、愤怒等）？

3、介绍维瓦尔第与《四季——秋》。

出示三个乐章的主题片段谱例并播放乐曲，请同学伴随音乐朗读每个乐章前的附 

诗。启发学生讨论乐曲表现了哪些生活场景（如村民的舞蹈，酒宴，狩猎，枪声， 

犬吠，野兽的恐惧、奔逃、死亡等）。

4、请同学思考并举出其他描绘大自然和生活场景的音乐作品的例子，调动学生 

个人的音乐经验，引发其对音乐具有描绘性功能的认识和兴趣。

5、介绍黄自和《西风的话》。

（1）      黄自的这首儿童抒情歌曲创作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在青少年中 

广为传唱。歌曲表现了作者对青少年一代的殷切期望——珍惜时光，热爱生活和 

对光明的憧憬。

（2）       G 大调：四四拍；引与为d1——e2。

（3）       歌曲为大调式，一段体，有四个规整的乐句沟成。-------

6、教唱《西风的话》，教学生用自然、舒展的声音演唱这首抒情歌曲。

设计提问：该曲给予了作曲家对青少年怎样的殷切期望？该曲的音乐风格、节奏



名师精编   优秀教案

特点、力度记号的表情作用是怎样的？

经过讨论总结，再次有表情地演唱，可分为男女声轮唱，着重要求表现歌曲的抒

情意境。 

小结：

通过欣赏音乐作品小提琴曲《金色的秋天》、协奏曲《四季——秋》，了解、感知 

音乐如何描绘秋景，体会其抒情性，在教学中感受音乐审美的愉悦。

课后记：

通过欣赏音乐作品，使学生了解、感知音乐如何描绘秋景，体会其抒情性，在教 

学中感受音乐审美的愉悦。许多学生能把自己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第 2 课时）

1、采用提问导入新课。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音乐作品是如何运用多种体裁形式表现人们欢庆丰收的喜悦 

呢？

2、播放乐曲《庆丰收》。

3、介绍讲解乐曲；再次欣赏。

分组训练：讲解八分音符；学生与教师合作进行打击乐训练。 

4、介绍、欣赏《丰收锣鼓》，注意打击乐主奏乐器的演奏。

再次欣赏，做填空练习。下列乐器作为主奏乐器一次出现的顺序如下：

（3）笛子 （1）堂鼓  （2）唢呐  （5）云锣  （4）二胡（见教材中的练习。）

5、介绍、欣赏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讨论乐曲中反复运用典型节奏模拟、象征什么？（送粮车队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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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18.com/54711100104000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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