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湘教版音乐二年级上册教案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课 型
课题                      金色的秋天

课 时 

教

学

目

标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能用自然流畅的声音、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金铃铛》。

用自然流畅的声音、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金铃铛》

录音机、挂图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学唱歌曲《金铃铛》

(1) 欣赏秋天：采用音像、挂图等教学手 

段，让学生观察秋天的自然景色：变红的枫叶， 

漫天飞舞的黄叶，硕果累累的果树， 一望无边 

的金黄色稻田和麦田， ……。创设一种秋天丰 

收的情景，以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说说秋天：从欣赏丰收的果园图人手： 

果园里，树上挂满了苹果、梨子，人们在快乐 

地采摘果实，汽车司机满脸笑容地驾驶着载满 

果实的汽车。让学生说说果园里的自然景象，  

模仿风吹雪花梨像金铃铛一样哐啷响，模仿司 

机驾驶装满果子的汽车的模样。通过说秋天和 

模仿动作，使学生在生动、快乐的感受和想像 

过程中，形象地记住歌词。

(3) 听歌曲：可播放录音，也可由老师范 

唱。让学生边欣赏丰收图景边听赏歌曲，从听 

觉、视觉两方面感受歌曲的优美旋律，激发学 

生学唱歌曲的兴趣和冲动。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过 
 
 
 
 
 

程 
 
 
 
 
 
 
 
 
 
 
 
 
 
 
 
 
 
 
 
 
 
 
 
 
 
 
 

教



(3) 听歌曲：可播放录音，也可由老师范 

唱。让学生边欣赏丰收图景边听赏歌曲，从听 

觉、视觉两方面感受歌曲的优美旋律，激发学 

生学唱歌曲的兴趣和冲动。

(4) 唱歌曲：可让学生先学唱歌词，再学  

唱曲子。这首歌的旋律流畅，只要跟着音乐或  

琴声模唱几遍，学生就能很快地将歌词唱出来， 

然后老师再教唱几遍曲子，学生就能唱准曲子  

的音高了。

(5) 跳秋天：老师应创设自由宽松的环境， 

以便学生能忘我地自编动作，边唱歌边表演，  

尽情表现秋天的快乐。

2、做律动《摘果子》

(1)出示果园挂图：果园里的苹果又红又  

大，把果树压弯了腰，小朋友们在愉快地采摘 

果子，以激发学生模仿或摘果子律动的欲望。

(2)学生边听音乐，边模仿摘果子的动作。

(3)教师指导学生创编一套动作。《摘果子》 

有四个乐句，可每一乐句安排一个摘果子的动  

作，其动作可以是学生一手挎篮，一手分别向  

上、向前、向左、向右四个方面做伸手摘果子  

的律动。这一套动作适合全体学生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表演。

(4)学生表演摘果子的律动。人数多的班  

级，学生可以坐在座位上，边听音乐，边向不 

同方向做摘果子的律动。人数少的班级，可以 

离开座位，在教室的空地上，分成小组进行表 

演。

板 书

设 计

学 
 
 
 
 
 

过 
 
 
 
 
 

程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课 型
课题                     时间像小马车

课 时

1．学会唱《时间像小马车》的第一段歌词，并能从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

2．欣赏《在钟表店里》，感受乐曲的速度、情绪。能积极参与《在钟表店里》的 

表现和创编活动，并从中体验到与他人合作的快乐。

教 学

反 思

教 
 

学 
 

目 
 

标



1．学唱歌曲《时间像小马车》。

2．聆听乐曲《在钟表店里》的第一乐段。

课件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1.学习歌词

师：我们一起来读读这首好听的儿歌

吧!(多媒体出示儿歌：时间像小马车，时间像

小马车，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向前跑。大家各自

做什么?大家各自做什么?答答答答答答答答那

就不同了。)

2.学习旋律

(1)教师边用手划出旋律线的走向边教唱 

旋律。 (两次)

(2)学生随着多媒体画面一起唱旋律。 

3.学唱歌词

(1)学生分句接唱。

(2) 自由交换小马车，再唱一唱。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教 
 
 
 
 
 

学 
 
 
 
 
 

过 
 
 
 
 
 

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课 堂 随 笔

课 堂 随 笔



(2) 自由交换小马车，再唱一唱。

(3)学生分句接唱。

(4)集体演唱。 

4.歌表演

师：老师要带你们去一个美妙的地方， 

咱们乘上时间的小马车出发吧，记住带上你的 

歌声哦!

老师带领全班学生，随着伴奏音乐， 一边 

唱歌一边做骑马扬鞭的动作，在教室里绕圈表 

演。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课 型
课题 时间像小马车

课 时 第二课时

学 
 
 
 
 
 

过 
 
 
 
 
 

程



1．学会唱《时间像小马车》的第一段歌词，并能从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

2．欣赏《在钟表店里》，感受乐曲的速度、情绪。能积极参与《在钟表店里》的表现 

和创编活动，并从中体验到与他人合作的快乐。

1．学唱歌曲《时间像小马车》。

2．聆听乐曲《在钟表店里》的第一乐段。

录音机、课件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1）．听第一部分音乐

(多媒体画面：出示一座房子，从房子 

里传来《在钟表店里》的第一乐段，学生聆听 

音乐。)

师：请小朋友睁开眼睛吧。 (在教室里 

布设一个钟表店)

师：刚刚在音乐声中你听到了什么?

师：对!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钟声， 

在什么地方可以听到这么多钟声?

师： (归纳出示课题)多媒体画面出示 

《在钟表店里》。

师：老师这里还有很多漂亮的钟呢， 

我们进去瞧瞧吧!

(多媒体画面：房子的门开了，出现各 

种各样的钟表。)

（2）．学习主题音乐

师：看看我手里的这面钟，请你们听听它们的 

声音并模仿出来。

生：滴答滴答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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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教 
 

学 
 

目 
 

标

课 堂 随 笔



师：想一想你听到的声音是谁走动时发出的 

声音?生：秒针。

师：我们来听听你们学得像吗?

(多媒体出示秒针走动的声音及节奏

谱：2/4    x    x     x    x )

嘀嗒嘀嗒

师：咱们来学学秒针是怎样走动的。 (听着 

主题音乐动一动)

师：钟表店里的这面太阳钟为我们带来了 

分针走动的节奏。

(多媒体出示分针走动的声音及节奏

谱：2/4    x    x     x    x )

3．欣赏第二部分音乐

师：请小朋友聆听第二部分音乐，想 

一想它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多媒体只播放音乐，没有画面。 )生： ……

师：咱们再来聆听一次，把你想像的 

画面表现出来。

4．欣赏第三部分音乐

(多媒体出示画面：天亮了，钟表店里 

又重新活跃起来。)

师：太阳升起来了，钟表店里的又热 

闹起来。学生聆听第三部分音乐。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第 3 课 好娃娃                 课 型

课题
课 时

学 
 
 
 
 
 

过 
 
 
 
 
 

程



1．能用亲切、甜美的声音演唱歌曲《好娃娃》。

2．能大胆地尝试表演歌曲中各种人物的动态及情感，积极与同学合作进行音乐戏剧表 

演。

3．知道要尊敬长辈，待人有礼貌，在家里应该怎样对待爷爷、奶奶。

能用亲切、甜美的声音演唱歌曲《好娃娃》

录音机、课件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学唱歌曲《好娃娃》

选用谈话法导人，让学生谈谈各自在家里

怎样对待爷爷、奶奶等老人。通过谈话，营造

一个愉快、温暖的“家”的氛围，从中初步了

解歌词内容。

歌曲教学采用听唱法，以引导学生感受歌曲旋

律，再根据歌词内容随乐即兴表演，为下面的

音乐戏剧表演作好铺垫。歌曲演唱要求自然亲

切，热情括泼。

2．音乐戏剧表演《好娃娃》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过 
 
 
 
 
 

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教 
 

学 
 

目 
 

标



学

以五人小组为单位进行“分场景”、“分角 

色”的随音乐表演活动以突出“家“的氛围 

（1）分组，每组组成一个“家”

（2）学生自由讨论，设计表演动作

（3）选择道具，布置场景，分角色自由练习。

（4）创设情景，各个“家”分别边唱边表演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第 4 课 Do     Re     Mi            课 型
课题

课 时

过 
 
 
 
 
 

程



教
认识并唱准，1 一 i 八个音的唱名，在学唱《音阶歌》后，能唱准 1 一 i 的上行和 

下行的自然音阶

目

标

认识并唱准，1 一 i 八个音的唱名 

了解八个音符的“手势”

录音机、音乐卡片

师  生  活  动

学唱《音阶歌》的重点是让学生在欢快的旋律  

中进一步了解音阶的排列顺序，并唱准音阶。  

教学时，教师可在黑板上设计一个“音阶坡”， 

如图(P．17．)意在通过既形象又直观的方式， 

让学生能快速地唱出和记住歌曲中出现的唱

名，而在边唱边做“上坡”和“下坡”

的动作中学习歌曲，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更浓， 

教学效果会更佳。歌曲的教唱可按以下程序进 

行：

(1)范唱歌曲

老师边唱歌曲边将歌词中出现唱名处用手 

在“音阶坡”上按节奏指出来，或示意性的在 

唱上行音阶时，手往上爬，做“上坡”的动作， 

唱下行音阶时，手往下滑，做“下坡”的动

作。

(2)师生对唱

老师唱歌词(问句)，学生唱歌词中的唱名 

处(答句)。同时要求学生用手的动作配合表示 

所唱音阶的旋律线。

师  生  活  动

教 
 
 
 
 
 

学 
 
 
 
 
 

过 
 
 
 
 
 

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课 堂 随 笔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程 序

教 学 程 序

学



板 书

2．音乐游戏《我的朋友就是你》

“找朋友”的游戏开始前，必须先学会演  

唱歌曲，其次要给学生讲清游戏的规则和要求： 

(1)一定要弄清哪个音符和哪个唱名是一对好   

朋友。

(2)当你找到你的“朋友”后，还应继续唱歌曲 

直到歌曲的结束。

(3)在歌曲的最后一拍，两个或三个“好朋友” 

应作一个优美的造型，才算这轮游戏结束。

游戏的玩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一对一地 

找朋友，也可以一对二、一对三地找朋友；可

以分小组玩，也可以全班同学一起玩；还 

可以借用“藏猫猫”游戏的方式来玩，即让一 

部分音符或唱名小朋友藏起来，让他们的朋友 

来找，最先找到者为胜。总之，要设计一些不 

同难度的玩法来适应不同程度的小朋友通过学 

习学生能体会到秋天的不同景色及秋天的美丽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星期

第 4 课 Do
课题

第二课时

认识并唱准，1 一 i 八个音的唱名，在学唱《音阶歌》后，能唱准 1 一 i 的上行和 

下行的自然音阶

年    月

课 型

课 时

教 
 

学 
 

目 
 

标

第     周

MiRe

第 节 日

学 
 
 
 
 
 

过 
 
 
 
 
 

程



认识并唱准，1 一 i 八个音的唱名

了解八个音符的“手势”

录音机、音乐卡片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Do    Re    Mi》是一首节奏轻快、色 

彩明亮、旋律优美流畅的儿童歌曲。歌词围绕 

音乐中的七个音符来写，将每个音符作了形象 

的比喻，同时又由低到高呈现了每个音符的唱 

名。

(2)听赏《Do    Re    Mi》，要让学生感 

受到歌曲热烈、欢快的情绪，更要让学生参与 

歌曲的表现，让他们在富有音乐感受的参与活 

动中认识七个音符，学唱七个唱名，还要能模 

仿老师运用柯尔文的手势来表现音符的音高。

建议老师们将听赏歌曲和学认音符、唱名结合 

起来组织教学,按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3)导人听赏

为了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新课教学可采

用悬念式的导入。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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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如：在美妙的音乐王国里有七个好朋友，大家

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播放音乐)听完歌曲后，

师生一起回忆，将七个音符和它们的唱名由低

到高板书在黑板上。

(4)唱准唱名

根据七个唱名的韵母分成四类： 1、5 韵

母是 o，口形略收拢，呈小圆；3、7 韵母是 i，

口形扁，半露齿；    4、6 韵母是 s，口形自

然打开，呈大圆；2 韵母是 e，呈小圆，位置靠

前。在唱准韵母的同时，还要注意把声母唱准。

但在教学中，学生主要靠模仿老师的口形来唱

准每一个。昌名。之后可边听《D。   Re    Mi》

的音乐，边跟随歌曲唱七个唱名，要做到声音

小，口形准确。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第 5 课我是人民的小骑兵            课 型

课题
课 时

学 
 
 
 
 
 

过 
 
 
 
 
 

程



能大胆自信地参与欣赏活动并从中感受“小骑兵”威武神

气的形象，体验其喜悦欢快的心情

引导学生分段感受理解音乐所表现的情景

多媒体课件、录音机、打击乐器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律动进教室

学生随音乐《我也骑马巡逻去》做骑马动

作律动进入教室，师生问好。

2．创设情境

多媒体播放一段反映草原生活、美丽风光的画

面，配合优美的内蒙古曲调，引导学±进

入美丽大草原的情境。

3．引出课题

师：在美丽的大草原上， 一群小骑兵正向

我们走来。瞧!他们骑着骏马，挎着长枪，多神

气!

4．静听全曲.

引导学生将重点放在听音乐上，发挥

自身想像，构思简单的音乐形象。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过 
 
 
 
 
 

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教 
 

学 
 

目 
 

标



思考：你认为音乐表现了什么情绪?(活泼、欢

快)你眼前好像看到了什么画面?

5．分段欣赏

(1)欣赏引子

多媒体播放带动画效果的相应画面，配上引子

部分的音乐。

A．师：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

么?    (小骑兵从远处走来，越来越近，

马蹄声由小变大，越来越强。)

B．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声音模仿由远而

近的马蹄声。 (渐强)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第 5 课我是人民的小骑兵            课 型
课题

课 时    第二课时

学 
 
 
 
 
 

过 
 
 
 
 
 

程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能大胆自信地参与欣赏活动并从中感受“小骑兵”威武神 

气的形象，体验其喜悦欢快的心情

引导学生分段感受理解音乐所表现的情景

多媒体课件、录音机、打击乐器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1. (1)欣赏第一乐段

多媒体播放带动画效果的相应画面， 

配上第一乐段旋律。

A．出示主题音乐，学生随琴哼唱。

B，多媒体出示五种打击乐器的图片

(双响筒、串铃、大鼓、钹、沙锤)，让学生听  

辨各种打击乐器的音响效果，    自行选择不  

同乐器来模仿第一乐段中出现的马蹄声和马铃 

声。(小结：双响筒模仿马蹄声，串铃模仿马铃 

声。)

C．利用现场的打击乐器启发学生动手

敲一敲，“比一比，看谁模仿得最像。”    (学

生自由敲击)

D．根据学生回答，多媒体出示相应节奏 

谱，进行节奏训练。

E．启发学生根据本乐段的情绪、内容，自由组 

合两种乐器的节奏乐谱，进行乐器合奏，并通  

过自选伴奏谱的形式为乐谱伴奏。      (2)欣  

赏第二乐段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课 堂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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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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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板 书

设 计

A．师：这段音乐中你聆听到了什么声音?(风雨 

声)

你认为小骑兵在巡逻途中遇到了什么 

困难?(遇到了暴风雨)

B．请同学想一想，可以用什么打击乐器模仿暴

风雨中的雷声和雨声。    (小结：大鼓模仿雷

声，沙锤模仿雨声。)

C．启发学生进行随机性的乐器伴奏， 

表现“暴风雨”场景。

D．思考：小骑兵有没有被这些困难吓 

倒?

(3)欣赏第三乐段(尾声)

多媒体播放带动画效果的相应画面， 

配上第三乐段旋律。

A．师：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小骑兵继续巡逻，越走越远， 

马蹄声由大变小，越来越弱。 )

B．引导学生用打击乐器表现马蹄声由 

大变小。 (渐弱)

2．参与表现

（1）．看动画欣赏全曲(多媒体)，将故事完整 

地表现出来，给学生直观感受，引导学生完整 

地讲述故事。

（2）．师生共同参与表现，设计如下：

引子：由学生用自己的声音模仿 

马蹄声由远而近。

第一乐段：用双响筒和串铃按固定节奏伴奏。

第二乐段：用沙锤和大鼓表现“暴风雨”的场景。

学 
 
 
 
 
 

过 
 
 
 
 
 

程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云和小雨点                  课 型
课题

课 时

1．会唱《云》这首歌，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2．能辨别歌曲的不同情绪，体验不同的节拍感，并用轻柔的声音表现优美、抒情的歌 

曲，用轻快、跳跃的声音表现活泼、欢快的歌曲

教 
 

学 
 

目 
 

标



会唱《云》这首歌，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能辨别两首歌的不同情绪，体验不同的节拍感

录音机、挂图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学唱《云》

创设以“蓝天白云”为背景的情境，以云

娃娃为主线，采用猜谜语的方式导人课题

“云”。

发声的同时可运用形象的语言启发学生想

像自己变成了云，使学生在充分发挥想像力的

基础上，饶有兴趣地参与发声练习

(1)月光下的云：用轻柔的“呜”声

唱。

(2)阳光下的云：用明亮、流畅的“啦”声 

唱。

(3)带着小雨点的云：用短促、有弹力的“哒” 

声唱。

2．用以下步骤来学唱歌曲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过 
 
 
 
 
 

程 
 
 
 
 
 
 
 
 
 
 
 
 
 
 
 
 
 
 
 
 
 
 
 
 
 
 
 

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1)聆听并辨别《云》是什么情绪的歌曲。聆听 

歌曲时学生可边观看画面，边随着三拍子歌曲  

的韵律感做云在天空漂浮的律动，听完后师生  

共同讨论得出结论：用轻柔、连贯的声音来表  

现优美、抒情的歌曲。

(2)启发学生创编三拍子声势节奏，并随着歌声 

用自己创编的声势伴唱。

(3)启发学生编好歌词后，听录音范 

唱。

(4)跟音乐唱词。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 一 

组学生唱词，另一组学生用哼鸣伴唱，也刚以 

每组各唱一句，还可以师生接唱。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云和小雨点 课 型
课题

课 时 第二课时

学 
 
 
 
 
 

过 
 
 
 
 
 

程



1．会唱《云》这首歌，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2．能辨别歌曲的不同情绪，体验不同的节拍感，并用轻柔的声音表现优美、抒情的歌 

曲，用轻快、跳跃的声音表现活泼、欢快的歌曲

会唱《云》这首歌，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能辨别两首歌的不同情绪，体验不同的节拍感

录音机、挂图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学唱歌曲《小小雨点》

(1)先聆听录音范唱并观看画面。随着二拍子歌 

曲的音乐节奏，做小雨点从天空中落下的律

动。

(2)启发学生说出〈小雨点》是什么情绪的歌曲， 

用什么声音来演唱。

(3)启发学生创编二拍子声势节奏，并随着歌声 

用自己创编的声势伴唱。

(4)跟音乐唱词

2．参与表现

《云》和〈小雨点》两首歌在情绪上的对

比。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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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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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不同的声音表现这两首歌不同的情 

绪。

(2)用不同的动作表现这两首歌不同的情 

绪。

如学生每人持一块白纱巾表现云，随音乐左右、

上下摆动，每两小节摆动一次，同时提醒学生

注意表现歌曲优美抒情的情绪，用手指动作表

现小雨点从天空上落下来，或在天空中跳舞，

同样要注意表现歌曲活泼欢快的情

绪。

(3)由学生自己动手画一幅表现两首歌曲内容

的图画，单组画云，双组画小小雨点。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课 型
课题                   风雨雷电的故事

课 时

学 
 
 
 
 
 

过 
 
 
 
 
 

程



1、对探索各种声音的奥秘产生浓厚的兴趣，能自信地表达聆听声响后的感受。

2、能运用自己身边的各种材料和乐器来模拟自然界的风声、雨声、雷声。

3、能在表现风雨雷电的故事的创编活动中与其他同学协调配合，并体验到与他人合作 

表演的快乐

能运用自己身边的各种材料和乐器来模拟风、雨、雷声。

能集体协作，表现完整的《风雨雷电的故事》

CAI 课件、大鼓、吊钹、沙锤、碰铃、纸、黄豆、簸箕等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一、课前演练(CAI 呈现各种打击乐器和自制乐 

器)

1．在教室里摆放各种打击乐器和自 

制乐器，让学生在走进教室后即开始自由地摆 

弄

乐器。

2．师：这些摆在你面前的乐器中你最喜欢

哪个?你觉得它的声响像什么?

(CAI    由学生自由地层示)

说明：这个环节是本课的一个延伸，

既增加了学生玩乐器的时间，同时也让学生在

无意

识地自由摆弄乐器中初步体验了它们

的声响效果。

教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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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受探索

1，听辨风声、雨声、雷声(CAI    放出风、

雨、雷声)

师：同学们都说得棒极了，老师这儿还有

三种来自大自然的声响，请你们仔细听!你听到

了什么?

师：老师刚刚放的是自然界中最常见

的三种天气“风、雨、雷”，那它们是什么模

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CAI    演示风、雨、雷的录像)

2．找声响

师：我们刚刚听了风雨雷的声音，也

看了风雨雷的现象。那你能不能从这些乐器中

找到像风、像雨、像雷的声响呢?

师：你找到了什么声响?请大家一起仔

细听!

(学生个别演奏，全班倾听；集体模仿，

教师适时地指导演奏方法。)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布 置

教 学

反 思

第     周      星期            第     节             年    月 日

课 型
课题                   风雨雷电的故事

课 时 第二课时

学 
 
 
 
 
 

过 
 
 
 
 
 

程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 学 

准 备

1、对探索各种声音的奥秘产生浓厚的兴趣，能自信地表达聆听声响后的感受。

2、能运用自己身边的各种材料和乐器来模拟自然界的风声、雨声、雷声。

3、能在表现风雨雷电的故事的创编活动中与其他同学协调配合，并体验到与他人合作 

表演的快乐

能运用自己身边的各种材料和乐器来模拟风、雨、雷声。 

能集体协作，表现完整的《风雨雷电的故事》

钢琴、录音机、挂图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1．情景铺垫

师：老师这儿有一段动画片，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CAI    演示有“狂风呼呼”“小  

雨沙沙”“雷声隆隆”“大雨哗哗”四个场景 

的动画短片)哟!真可惜，动画片还没有声音。 

那，今天就请小朋友们用你们面前的乐器为动 

画短片配一配音吧！

2．场景一：狂风呼呼(CAI    演示动画画

面)  师：请你看!风是怎样吹的?你怎样来模拟 

风声呢?你可以吹出不同的风吗?

(由学生自由地表现微风、大风、狂风 

等等不同节奏和力度的风。 )

师：请你看着老师的手势来吹一吹风。 

(提示学生注意风声的强弱变化)

3．场景二：小雨沙沙(CAI    演示动画画

面)   师：哟!你看，狂风过后小雨点也来凑热 

闹了。

教       教 学 程 序   师  生  活  动                            课 堂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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