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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小学六年级下册全册音乐教案(人教版)

教学内容：

1.唱歌《感恩的心》《爱的人间》 2.欣赏歌曲《爱星满天》《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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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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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难点： 1.二声部合唱   2.“乐圣”贝多芬及其在世界乐坛的地位和

贡献

教具准备： 电子琴 

教学安排：6 课时

第一课时   1

教学内容：学唱歌曲《感恩的心》 

教学目标：

1.通过歌曲《感恩的心》的学习，激发学生感恩老师的情感  2.熟练演唱歌 

曲《感恩的心》

3.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加入手势，更好的体会歌曲的情感

教学重点：   把学生的感恩之情通过学唱歌曲充分的调动起来

教学难点：   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学会一边演唱一遍加手语表演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是说的是

什么人呢？

二  、欣赏歌曲   通过多媒体播放歌曲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1.注意：听一听这首歌曲里分了几部分？    2.节奏练习   3.唱旋律   4.

有感情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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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演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歌曲本身就有很多内容，在演唱的时候要注意 

节奏，和音的强弱变化，加强歌曲的表现力。

三、学习手语

1.  演示动作  由老师演示动作   2.  分解动作  老师讲解动作，学生跟 

着做动作

3.  分组进行练习。

小组之间互相进行练习，帮忙纠正错误。促进提高。

四、全班合唱歌曲，结束课程

第二课时  2

教学内容：

1.复习歌曲《感恩的心》 2.欣赏歌曲《欢乐颂》

教学目标：

配合手语进行歌曲演唱，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

引导学生欣赏歌曲《欢乐颂》，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感受歌曲表达的情 

感

教学重点：    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学会一边演唱一遍加手语表演

教学难点：  赏析能力的培养

教学过程：

一  、学生表演

一边唱歌边作手语。虽然学生学的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表演本身就是一个很 

好的情感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来促进同学们进一步学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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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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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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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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三、课堂小结

今天你收获了什么？

第三课时  3

教学内容：唱歌：《爱的人间》

教学目标： 1.能用柔美、连贯的声音演唱《爱的人间》，并用真挚的情感 

来表现歌曲，理解歌曲所表现的内容，在丰富的音乐表现形式中感悟“爱”的主  

题。 2.关注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之爱，乐于表现对他人的关爱。

教学重点：

1.用柔美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  2.通过听、朗诵、唱、动的等音乐活动， 

体验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的美好情感，  3.懂得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教学难点： 能正确演唱歌曲中的后十六分音符、附点、休止符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导入

1.视频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图 （让学生感受拥有一双明眸，可以看尽世间 

美好景物的幸福）

2.情境体验，闭目感受盲人的生活世界。

（体验盲人生活的黑暗、无助，与自己形成对比，让学生萌生关爱残疾人的 

爱心与责任心，从而引出歌曲《爱的人间》）

三、新歌教学

（一）介绍歌曲曲作者及歌曲背景   （二）反复聆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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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情绪。 2.朗读歌词   3.教师范唱，学生思考歌曲可

以分为几部分

（三）学唱歌曲

1.随琴齐唱，找出难点。 2.解决难点   3.歌曲处理，多种形式巩固歌曲。

四、小结：今天你收获了什么？

第四课时  4

教学内容：欣赏《爱星满天》、《爱之梦》、《爱的罗曼斯》 

教学目标：

1.理解歌曲所表现的内容，在赏析过程中感悟“爱”的主题。

2.感受到社会之爱，乐于表现对他人的关爱。 3.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

教学重点：   1.情感领悟  2.赏析

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室

教学过程：

一、歌曲《爱的人间》导入

二、欣赏歌曲《爱星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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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主赏析歌曲《爱之梦》、《爱的罗曼斯》

四、复习本单元学会的歌曲。

五、小结。  我们这一单元的主题是什么？  你有什么收获？

第五课时    5

1 .欣赏歌曲。

（1）介绍"乐圣"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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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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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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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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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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课时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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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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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歌舞的同学也能大胆的参与，增强阳光少年的活力。 

第二单元     八音盒

教学目标

1.简单介绍西洋木管乐器，使学生对其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2.通过聆听《波尔卡》，感受音乐快速跳跃的情绪特点。并指导学生能用图  

形式或线条表示自己听到的音乐。 3.能正确识读 8/6 拍号，知道其含义并感受其 

强弱规律。让学生进一步体验其轻盈、富有摇荡感的特点。

教学重难点   感受异国民歌音乐特点以此拓宽学生音乐知识面。 

课时安排：4 课时

第一课时 7

教学内容：欣赏《单簧管波尔卡》 

教学目标：

1.简单介绍西洋木管乐器，使学生对其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2.通过聆听《波尔卡》，感受音乐快速跳跃的情绪特点。

3.指导学生能用图形式或线条表示自己听到的音乐。

教学重难点：感受单簧管的音色特点，乐曲所表现的“波尔卡”的跳跃情绪 

特点及乐曲曲式结构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学一学

1.师：孩子们，今天木管家族邀请我们去做客，让我们一起坐上心爱的小马 

车出发吧

2.木管乐器的自我介绍：

A、长笛：是木管乐器中的高音乐器，音乐宽广，音色清澈柔美，常把它比 

作乐队中的“花腔女高音”。

B、短笛：短笛是长笛的同类乐器，形状与长笛雷同，发音管比长笛短而

细，音色响亮清脆、很有色彩。适宜于演奏各种 

抒情或华彩性的乐曲。



第 7 页 共 38 页

C、大管：又称“巴松”，是木管组中的低音乐器。管身较长，音色丰满浑 

厚，善于表现诙谐、滑稽的形象。

D、双簧管：直吹，音色明亮，带鼻音，长于感情的表现，有“抒情女高 

音”之称。常用于田园风光的表现

E、单簧管：又称“黑管”，直吹。低音浑厚响亮，中音区圆润柔和，富于 

表情，高音区则较尖锐。单簧管音色丰富而明朗，表现力极为丰富，是木管乐器 

中音域最宽的乐器。

3.单簧管为大家演奏一曲《单簧管波尔卡》。

二、听一听    欣赏《单簧管波尔卡》

1.初听：完整的欣赏，出示图形谱。

2.小组讨论分析：在图形谱中发现了哪些相同点与不同点？（目的：运用直 

观的图形帮助学生了解乐曲的结构，注意主题出现了几次。）

3.复听：学生以小组形式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乐曲旋律相同的乐段与 

不同的乐段。（可以用线条，动作，手势等等，此环节为后面学生创作图形谱打  

基础）

4.学生创作图形谱。   5.演示图形谱。

三、跳一跳

1.简单介绍波尔卡    波尔卡：捷克的一种民间舞蹈。以男女对舞为主。于 

十九世纪中叶风行全欧。一般为二拍子，节奏活泼。   2.师生共跳波尔卡。

四、想一想，说一说。

师：孩子们，你们今天高兴吗，是什么让我们这么高兴？（音乐）是的，音 

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它可以表达我们心底最深的情感和最美好的祝  

愿。

五、最后，让我们在单簧管优美动听的演奏声中坐上小马车回家吧！

第二课时 8

教学内容：唱歌《蓝色的雅特朗》 

教学目标：



第 8 页 共 38 页

1.能用优美的声音演唱，平稳的气息，轻柔的音色演唱《蓝色的雅特朗》。

2.能正确识读 8/6 拍号，知道其含义并感受其强弱规律。让学生进一步体验 

其轻盈、富有摇荡感的特点。  3.感受异国民歌音乐特点以此拓宽学生音乐知识   

面。

4.通过歌曲的学习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祖国，激起学生对家乡亲 

人和家乡美景更深的爱恋。

教学重点：能用优美的声音演唱《蓝色的雅特朗》 

教学难点：

能唱好倚音及切分音及附点八分音符  并能积极参与二声部的合唱，养成良

好的合唱习惯。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课前游戏 节奏传递

三、新课教学

1.导入激趣    2.音乐知识：八六拍子  在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八六 

拍的发声练习。

3.听赏范唱，感悟歌曲

师：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听的过程中请同学们用心去思考，这首歌曲的 

情绪怎样？速度是怎么样？它的演唱形式是什么？

4.学唱歌曲

⑴ 模唱      ⑵ 跟唱    ⑶突破难点  附点八分音符

⑷学习齐唱部分  学生依琴轻声完整地练唱旋律

⑸学唱歌词 ①朗读歌词  ②学生轻声跟唱   ⑹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四、欣赏《快乐的农夫》结束课程

第三课时  9

教学内容：欣赏《霍拉舞曲》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霍拉舞曲》，熟悉木琴的音色以及其表现力，感受乐曲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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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

2.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教学重点、难点： 乐器在塑造音乐形象、渲染音乐气氛和情绪上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 听《霍拉舞曲》

1. 初步聆听，感受  《霍拉舞曲》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大胆的说出自己 

所听到的。

2. 比较

（播放小提琴《霍拉舞曲》、木琴《霍拉舞曲》）你能听辨出其中的不同 

吗？

用不同的乐器表现同一作品，给人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交流一下，这两种 

更喜欢哪一种呢？为什么？在表现乐曲中有何作用？你所喜欢的乐器音色怎样？

学生喜欢小提琴的，可让学生自己对乐器了解；学生喜欢木琴，给学生介绍 

木琴。

3. 介绍《霍拉舞曲》

《霍拉舞曲》由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作曲家迪尼库作于  1906 年。霍拉是流 

行于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库尔达维亚地方的一种民间歌曲体裁，产生于牧民地区，

通常分为两部分，一为悠长的歌词，二为活泼的轮舞，常用二四拍，多用装饰音 

和颤音。我们所听的就是具有轮舞体裁的-------------独奏曲。

4. 再次整体聆听

再来仔细聆听，具体说说：乐曲好象描写了一个什么场面？你是怎么来欣赏 

的？

5.总结

通过《霍拉舞曲》，我们感受了不同的乐器在表现同一作品时的不同，了解 

了木琴这样的打击乐器。

二、欣赏《喷泉》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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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  10

教学内容：    欣赏《康沃尔的早晨》

教学目标：    通过欣赏《康沃尔的早晨》，了解其作者劳伦斯。

教学重难点：  体会歌曲感情

教学过程：     初听《康沃尔的早晨》导入

赏析

1. 初步聆听，感受  《康沃尔的早晨》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大胆的说出 

自己所听到的。

2. 交流

3.介绍《康沃尔的早晨》

如今的康沃尔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当年却是地老天荒的蛮夷之地。 

劳伦斯夫妇选择了大西洋岸边沼地上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下来，自己种菜，勉强糊  

口。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劳伦斯的审美情趣：铺天盖地的紫红色石楠花丛与碧  

蓝的海水和浅绿的逶迤山影组成了粗犷妖艳的康沃尔景观，劳伦斯从这幅自然美  

景中获得了安慰和写作灵感。他说他感到了康沃尔的某种魔力：这寂静的荒野，  

拍岸的狂涛，原始的处女地，让人想到伊甸园。所以劳伦斯说，他在康沃尔有一  

种通灵的感觉。

4. 再次整体聆听

再来仔细聆听，具体说说：乐曲好象描写了一个什么场面？你是怎么来 

欣赏的？

三、总结

第三单元   环球风采

教学目标：

1.演唱歌曲；   2.初步了解外国音乐风格；  3.认识反复记号 D.C. Fine

教学重点：

理解歌曲，能用欢快活泼的情绪和优美的声音演唱歌曲，认识  D.C.反复记

号，并掌握它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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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唱准后半拍起的节奏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电子琴 

课时安排：6 课时

第一课时  11

教学内容：学习意大利民歌《卡普里岛》 

教学目标

1.能用热情、明朗的声音演唱《卡普里岛》；

2.初步了解意大利民歌热情、爽朗的音乐风格；

3.认识反复记号 D.C. Fine

教学重点：  理解歌曲，能用欢快活泼的情绪和优美的声音演唱歌曲，认识

D.C.反复记号，并掌握它的用法。

教学难点：唱准后半拍起的节奏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电子琴 

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

师：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即将要进行一次环球之旅，今天我们将去往 

我们此次环球之旅的第一站，意大利。你们想去吗？（想）在来之前，同学们已  

经通过多种形式搜集意大利的相关资料，那么接下来的我们就一同去意大利看一  

看，瞧一瞧吧。

1.（出示图片）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著名科学家伽利略曾在上面做过自由落体运动实验，它是意大利 

比萨城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该塔发生倾斜但斜而不倒，比萨斜塔因此远近闻

名。钟楼始建于 1173 年，设计为垂直建造，但是在工程开始后不久（1178），便 

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层松软而倾斜）

2.（出示图片）威尼斯水城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重要港口。由铁

路、公路、桥与陆地相连。由 118 个小岛组成，并以 177 条水道、401 座桥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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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体，以舟相通。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大家说上帝将眼泪流在了这

里，威尼斯有“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的美誉，享有“水城”“水上 

都市”“百岛城”“亚得里亚海的女王”“光之城”“桥之城”等美称。）

师：其实意大利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旅游业十分发达。接下来， 

我们将去往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卡普里岛！

3.（出示图片）卡普里岛风光

卡普里岛位于那不勒斯附近，这里一年四季充满了阳光，你们看，湛蓝的大 

海与白色的小屋交相辉映，在这里我们不光能看到卡普里岛的美丽风光，还能听  

到用音乐描绘的卡普里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用音乐描绘的卡普里岛是什么样的  

吧。大家认真的去感受歌曲的情绪哦。

二、新课学习

1.录音范唱  师：这首歌曲带给你的感觉如何？

2.分析曲谱   3.生随琴演唱曲谱  4.再次感受《卡普里岛》美丽的风光   5.

出示 D.C.定义

第二课时  12

教学内容：欣赏《羊肠小道》、《圣托里尼》 

教学目标：

继续了解意大利民歌热情、爽朗的音乐风格. 

引领学生欣赏歌曲，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

重难点：欣赏

教学准备：多媒体教育 

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片）帕瓦罗蒂

1.同学们，你认识他吗？

（教师简介）鲁契亚诺 · 帕瓦罗蒂，帕瓦罗蒂与“多明戈”   “卡雷拉斯” 

称为三大男高音，别号“高音 C 之王”。高音 C 也是男高音试金石的，判断他是  

不是一个男高音，就意味要听听是不是能够唱到高音 C，而且唱的漂亮。 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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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来听一首帕瓦罗蒂的代表作，一首意大利经典歌曲《我们的太阳》，我们 

一同来感受高音 C 之王的超凡魅力。

师：怎么样？是不是很让人震撼？

2.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另外两首曲目

二、欣赏《羊肠小道》

1. 初步聆听，感受 《羊肠小道》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大胆的说出自己所 

听到的。

2. 交流   3.介绍《羊肠小道》

4. 再次整体聆听   具体说说：乐曲好象描写了一个什么场面？你是怎么来 

欣赏的？

欣赏《圣托里尼》

1. 初步聆听，感受   《圣托里尼》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大胆的说出自己

所听到的。

2. 交流   3.介绍《圣托里尼》   4. 再次整体聆听

具体说说：乐曲好象描写了一个什么场面？你是怎么来欣赏的？

四、课堂小结

第三课时  13

教学内容：学习歌曲《拉库卡拉查》 

教学目标：

1.能够用较好的声音背唱歌曲《拉库卡拉查》，启发学生用舒展自然的声 

音有表情地演唱。

2.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参与音乐审美和体验活动（唱、 

舞），培养其音乐表现能力。

教学重难点：

1.歌曲第一部分的两个结尾句不同，易混淆。

2.歌曲第二部分的弱起节奏不好掌握。

3.理解和表现歌曲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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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谈话导入    三、学唱歌曲（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和处 

理歌曲）

1.感受歌曲，熟悉旋律

师：墨西哥之旅正式开始了，由于旅途漫长，非常枯燥，我们一起来听段音 

乐，放松一下（放乐曲《拉库卡拉查》，领拍手）

2.观看碟片，了解墨西哥的风情    3.帮助学生学唱《拉库卡拉查》

（1）引入歌曲    （2）生听教师范唱，做口型模唱，自学难点

（3）生跟范唱学，找出不太会的地方，师生共同参与学习    （4）生跟琴 

轻声唱

4.学生自主处理歌曲

（1）师布置任务，小组讨论怎样唱好这首歌曲

师：刚才我们从歌曲中领略到：墨西哥是个怎样的民族？现在，请你们自 

己来想想办法！用什么样的声音、感情、表情才能把墨西哥人的性格和舞曲的风 

格展现出来！想好后马上试一试，唱一唱，等会儿我们要比比哪组的声音唱得最 

好听，最有特色！

（2）小组排练     （3）小组展示

生：各小组展示，师生共评，说一说他们唱的哪个地方最打动你？最吸引 

你？最感染你？最与众不同?（奖励沙锤、铃鼓）

（4）有感情地演唱

四、小结

第四课时  14

教学内容：1.学习墨西哥民间舞蹈动作    2.活动《环球之旅》

教学目标：

通过感受墨西哥音乐的风格特点，培养学生以积极的态度体验并喜爱美洲民 

族音乐，增强学生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引导学生学会墨西哥民间舞蹈动作，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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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回顾本单元知识。

重点：舞蹈活动 

教学过程：

一、重温歌曲《拉库卡拉查》导入

二、学习墨西哥民间舞蹈动作。

1.观看碟片。   2.学学墨西哥的典型动作    3.学学简单的集体舞

三、活动《环球之旅》

1.我来编，为《火车咔咔咔》编创歌词并唱一唱。  2.我来唱《理发师》 3.

回顾本单元的乐曲

四、教师总结，结束我们的环球之旅

第五课时  15

教学内容：

1.复习有关世界各地的音乐。   2.组织音乐活动《环球之旅》。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巩固已知的世界各地音乐。   2.培养学生组织活动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主持人：同学们好，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听到许多优 

美的音乐，不同的民族文化、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音乐。我们用《火车咔咔

咔》的曲调填写了《环球之旅》的歌词。现在，请我们的小歌手来教我们大家唱 

《环球之旅》。

全体同学演唱《环球之旅》：“坐上火车环球跑，看世界多美妙。听欢乐的 

歌声，在五洲四海飘。”

现在就让我们唱着歌出发吧。第一站我们先去日本和澳大利亚，请第一组来介 

绍。

第一组：介绍日本和澳大利亚，演唱《红蜻蜒》和《剪羊毛》。

小组主持人：我们组准备了一个“世界音乐知多少”的知识竞赛，欢迎大家踊跃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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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有哪些著名的音乐和象征性的标志？

学生甲：富士山和樱花是日本的象征。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山峰高耸入 

云，山巅白雪皑皑，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誉为“圣岳”。

学生乙：樱花也是日本的象征，它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每到春天，山坡上、 

田野里，到处都开满了白色的樱花。人们结伴去踏青，享受春天的气息。

学生丙：著名的民歌有《樱花》《四季歌》《拉网小调》等。

2.澳大利亚有哪些著名的音乐和标志性的建筑？

学生甲：澳大利亚盛产羊毛，标志性的建筑是悉尼歌剧院，如果从空中俯

瞰，就像一只张开翅膀飞翔的天鹅。她的外型就像即将乘风出海的白色风帆，与 

周围蓝色的大海交相辉映。

学生乙：澳大利亚的民歌有《剪羊毛》《和玛蒂达跳舞》等。

小组主持人：同学们回答得很对，和我们了解的一样，现在我们为大家演唱 

《红蜻蜒》和《剪羊毛》。

第一小组：演唱《红蜻蜓》和《剪羊毛》。

主持人：刚才，第一组的同学带我们欣赏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民歌，下面， 

第二组的同学将带我们去看看法国和英国的著名建筑，听听他们的音乐。

第二组：介绍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和英国的大本钟。

第二组主持人：出示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和英国的大本钟图片。问：谁知道这 

两个图是哪国的什么建筑？

学生：回答。

主持人：现在请第二组的小导游为大家介绍这两个杰作。

小导游甲：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是现代巴黎的标志，高 320 米，它的独特在于 

铁塔全部是由露空的结构构成的，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因为它的设计师是居   

斯塔夫?埃菲尔，所以这铁塔的名字就叫埃菲尔铁塔。

法国的音乐在世界上流传很广，特别是有一首全世界都传唱的革命歌曲，谁 

知道是什么歌曲？

学生：是《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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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导游甲：对了，这首《马赛曲》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是 

一名喜爱音乐的士兵创作的，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法国还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家 

和杰出的作品，如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比才的《卡门》等。下面我们组 

的同学为大家演唱法国的民歌《在阿翁大桥上》。

第二组同学演唱《在阿翁大桥上》。

小导游乙：下面由我来介绍英国的大本钟。英国的大本钟建在泰晤士河畔，

是英国的象征和伦敦市的标志，从 1859 年建成到现在已经有 150 年了，中间曾经 

两次断裂，现在的钟声仍然清晰、洪亮，真是一个奇迹。

英国的民歌非常丰富，有民歌宝库之称。如《多年以前》《可爱的家》等都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英国还有一种独特的传统乐器风笛，不仅在民间而且在一些 

国家的仪式上都有风笛乐队的演奏。我带来了一首风笛演奏的乐曲《勇敢的苏格 

兰人》，请大家欣赏。

学生：欣赏风笛曲《勇敢的苏格兰人》。

主持人：风笛演奏的音乐真特别，使我联想起英国乐队行进的样子。音乐真 

奇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音乐，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还可以联想起 

那个国家典型的景物。下面请第三组同学为大家介绍俄罗斯和意大利的音乐和名 

胜。

第三组主持人：我们组介绍的是俄罗斯莫斯科的教堂和意大利的水城威尼 

斯。（出示两组图片）

我们组的介绍想变换一种方式，你们想知道什么请大家提问，如果我们解答 

不了，我们可以请教老师。哪位同学先来提问？

学生甲：这个教堂叫什么名字啊？

第三组主持人：这个教堂是俄罗斯莫斯科中心红场南面的教堂，它是由大小 9 

座塔楼组成的教堂，很有特色，它的圆顶像“洋葱头”似的，在所有的教堂中独

具一格，已成为红场的标志性建筑。

学生乙：欧洲怎么有那么多的教堂呢？

第三组主持人：这我可不知道了，请老师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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