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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生活中的音乐学习项目一 生活中的音乐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材分析

《初中音乐七年级上册（2024）人教版（2024）第一单元 生活中的音乐学习项目一 生
活中的音乐》以生活中的音乐为线索，引导学生关注和体验生活中的音乐元素，培养

音乐审美和创作能力。本节课通过欣赏、分析和创作等环节，使学生了解音乐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提高音乐素养，增强对音乐的热爱。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易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音乐实践能力。

核心素养目标

1. 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知与欣赏能力，培养音乐审美情感。

2. 提升学生通过音乐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发展创新思维。

3. 引导学生理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提升音乐文化理解和社会实践能力。

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① 让学生能够识别和欣赏生活中常见的音乐元素，如旋律、节奏、和声等。

② 培养学生通过音乐表达情感和想象力的能力，创作简单的音乐作品。

2. 教学难点：

① 引导学生理解音乐与生活场景、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音乐理解力。

② 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音乐知识，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音乐作品，并能够进行有效

的表达与分享。

教学方法与策略

1. 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音乐元素。

2. 设计音乐创作工作坊，让学生分组创作简短的音乐作品，以实践加深理解。

3. 使用多媒体播放生活中的音乐实例，辅助教学，增强直观感受。



教学过程设计

1. 导入环节（5 分钟）

- 教师播放一段生活中的声音剪辑，如市场、街道、自然等环境中的声音。

- 提问学生：“你们在刚才的声音中听到了什么？哪些是音乐元素？”
-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并引入本节课的主题：“生活中的音乐”。
2. 讲授新课（15 分钟）

- 教师通过 PPT 展示生活中的音乐元素，如旋律、节奏、和声等，并举例说明。

- 学生跟随教师一起分析几个生活中的音乐案例，理解音乐与生活场景的联系。

- 教师讲解音乐创作的基本步骤，包括构思、创作、表达等。

3. 巩固练习（10 分钟）

- 学生分小组，每组选择一个生活场景，讨论并创作一个简短的音乐作品。

- 各小组展示自己的作品，其他小组进行评价和讨论。

- 教师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4. 课堂提问与互动（5 分钟）

- 教师提问：“你们认为音乐在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
- 学生回答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音乐如何影响人们的情感和行为。

- 教师邀请几名学生分享他们对音乐的看法和经验。

5. 创新实践环节（10 分钟）

- 教师提供一些乐器或音乐软件，让学生尝试即兴创作。

- 学生可以自由组合，尝试创作一个具有生活气息的音乐作品。

- 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创作中的问题。

6. 总结与反思（5 分钟）

-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音乐元素的识别和音乐创作的基本步骤。

- 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创作体验。

- 教师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在家中继续探索生活中的音乐，并创作一个个人音乐作品。

整个教学过程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互动，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音乐表达

能力，同时紧扣教学重难点，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新知识。

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生能够识别并描述生活中的音乐元素，如旋律、节奏、和声等，对音乐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

2. 学生通过参与音乐创作活动，提升了音乐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够将个人情感和

想象力融入音乐作品中。

3. 学生在课堂讨论和作品展示中，增强了自信心和沟通能力，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

音乐想法，并接受他人的反馈。

4. 学生通过分析生活中的音乐案例，理解了音乐与生活场景、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

提高了音乐文化理解力。

5. 学生在创作实践中，掌握了音乐创作的基本步骤，包括构思、创作、表达等，能够

独立完成简单的音乐作品。

6.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热情得到了激发，更加关注生活中的音乐元素，养成了积极的音

乐审美习惯。

7.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会了协作和团队精神，能够在集体创作中发挥个人优势，共

同完成任务。

8.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解决音乐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提高了问题解决能力和独

立思考能力。

9. 学生在课堂提问和互动中，学会了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够结合所学知识

进行有效的思考和讨论。

10. 学生通过完成课后作业，进一步巩固了课堂所学知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创

造音乐，实现了音乐学习的延伸和拓展。

总体来说，学生在本节课中不仅掌握了音乐的基础知识，而且在音乐审美、创作能力

、团队合作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

典型例题讲解

【例题一】

题目：请从以下生活场景中选择一个，描述你在这个场景中听到的音乐元素，并分析

这些元素如何与场景相匹配。

场景：早晨的公园、下午的咖啡馆、晚上的音乐会。

答案：在早晨的公园中，我听到了鸟鸣声和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些声音构成了自然的

节奏和旋律。这些音乐元素与公园的宁静和生机勃勃的氛围相匹配，给人一种平和和

愉悦的感觉。

【例题二】

题目：请你创作一个简短的音乐作品，主题是“雨夜”。描述你的创作思路，并简单阐

述你如何使用音乐元素来表达这个主题。

答案：在创作“雨夜”这个主题的音乐作品时，我选择了柔和的钢琴旋律和缓慢的节奏

，以模仿雨滴的声音。在高潮部分，我加入了弦乐的渐强，以表现雨势的加强。整体

上，我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元素，传达出雨夜的宁静和深远的情感。

【例题三】

题目：分析以下音乐片段，讨论它如何反映出一个特定的情感或场景。

音乐片段：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答案：这段小提琴独奏使用了缓慢的节奏和下降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悲伤的氛围

。它的音色深沉而富有表现力，能够很好地传达出失落和哀伤的情感，让人联想到一

个悲伤的场景，如离别或失落。

【例题四】

题目：设计一个音乐活动，旨在帮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音乐。描述活动的步骤和预期

效果。

答案：活动步骤：1. 让学生记录一周内他们在不同生活场景中听到的音乐元素；2. 分
组讨论，分享各自记录的音乐元素；3.



 每组选择一个场景，创作一个简短的音乐作品。预期效果：学生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

生活中的音乐元素，理解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并提高音乐创作能力。

【例题五】

题目：请你为一部关于“旅行”的短片创作背景音乐，描述你的创作过程和所使用的音

乐元素。

答案：在创作这部短片的背景音乐时，我首先确定了旅行的主题，选择了轻快的旋律

和明快的节奏，以传达旅行的愉悦和自由。在音乐的高潮部分，我加入了打击乐器，

如手鼓，以增强音乐的动感。在结尾部分，我使用了渐缓的旋律，表达旅行的结束和

对未来的期待。通过这些音乐元素，我希望能够增强短片的情感表达和视觉冲击。

教学反思与改进

在完成本节课的教学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以评估教学效果并识别需要改进的地

方。以下是我的反思和改进计划。

首先，我发现学生们对识别生活中的音乐元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创作音乐作品

时，部分学生感到有些困惑。这提示我，在未来的教学中，我需要提供更多的创作指

导和支持。我计划在下一节课中，增加一些音乐创作的示范，让学生们能够更直观地

理解创作过程。

其次，课堂讨论环节虽然活跃，但有些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我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

对讨论的引导不够，没有让每个学生都感到被包容和鼓励。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将在

未来的课堂上，更加注重激发每个学生的参与热情，例如通过小组讨论和轮流发言的

方式，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外，我发现有些学生在理解音乐与生活场景之间的联系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我计划通过更多的实例分析和情景模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例如，我可以

邀请学生扮演不同的生活场景，并让他们自己创作音乐来配合这些场景。

在巩固练习环节，虽然学生们能够完成音乐创作，但作品的创意和深度有待提高。我

认为，这可能与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不够深入有关。因此，我打算在未来的教学中，增

加一些音乐理论的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结构和表达方式。

改进措施如下：

1. 增加音乐创作示范，提供更多创作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创作中的困难。

2. 改进课堂讨论引导方式，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提高课堂互动性。

3. 通过实例分析和情景模拟，加深学生对音乐与生活场景联系的理解。

4. 增加音乐理论学习，提高学生对音乐结构和表达方式的深入理解。

在未来的教学中，我将根据这些反思和改进措施，调整教学策略，以期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和反思，我能够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音乐，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音乐热情。

第一单元 生活中的音乐学习项目二 音乐开启心灵之窗

一、教材分析

“初中音乐七年级上册（2024）人教版（2024）第一单元 生活中的音乐学习项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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