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册备课                                 二次备课

教

材

分

析

一年级下册总共 8课，由《春天》《放牧》《手拉手》《长鼻子》《游戏》《美好的夜晚》

《巧巧手》《时间的歌》组成。让学生了解几首中国优秀的儿童歌曲和几首优秀的外

国歌曲，并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

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音乐必要的审美能力。一年级

学生在上学期已学过一些儿歌，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在音乐欣赏这一

块，教材安排了一些比较轻快、又朗朗上口的乐曲，因此学生在仔细聆听后能有自己的想

法，并勇于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

教

学

目

标

1、激发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2、开发音乐的感知力，体验音乐的美感。

3、能自然地、有表情地歌唱，乐于参与其他音乐表现和即兴创造。

4、培养乐观的态度和友爱精神。

教学

重难

点

以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发展为核心。努力遵循学生的审美发展与身心发展的规律，贴近学

生的生活体验、兴趣爱好与审美需要，转变单纯进行音乐知识，音乐技能教学的观念，加

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培养。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第（一）单元备课                                  二次备课

单元主题：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本课围绕人和自然地关系，以“春天”命题，用歌声和乐声描绘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们对春

天的赞美。唐诗是人类灿烂文化的结晶，本课选编了《春晓》的齐唱和合唱的两个版本，加以

突出和强调。《布谷》在建立 mi、sol 两音的基础上设计应“手势”的视觉高低，辅助唱准音

高。《杜鹃圆舞曲》一首是由管弦乐演奏，一首是由口哨吹奏，让学生在比较聆听中丰富音乐

经验，感受乐曲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

教

学

目

标

1、聆听歌曲《春晓》（合唱版），在学会三角铁的演奏方法后，根据歌曲的的意境                      

配伴奏。并能随《春晓》（齐唱版）模唱，表达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2、能听出《杜鹃圆舞曲》中杜鹃的叫声，并随乐曲进行同步模仿。

3、能用对唱的方法完整表演《小雨沙沙》，给四副图配上相对应得象声词。

4、能边唱边表演《布谷》，学会“sol、mi”手势的辅助下，唱准“布谷”的音高： 并能用放

松、清晰的声音做“bu、gu”的发声练习。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用对唱的方法完整表演《小雨沙沙》，唱准“布谷”的音高。

难点：能边唱边表演《布谷》，学会“sol、mi”的手势，运用三角铁为歌曲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课时备课                                           二次备课

课   题

《杜鹃圆舞曲》、《春晓》、《布谷》、《小雨沙沙》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小雨沙沙》这是一首用拟人化德手法描写种子沐浴雨水的快乐，可以在聆听歌曲范唱

时，带着问题聆听。

《春晓》是一首唐诗，唐诗是人类灿烂文化的结晶，本课选编了《春晓》的齐唱和合唱

的两个版本，加以突出和强调。

《布谷》在建立 mi、sol两音的基础上设计应“手势”的视觉高低，辅助唱准音高。

《杜鹃圆舞曲》一首是由管弦乐演奏，一首是由口哨吹奏，让学生在比较聆听中丰富音

乐经验，感受乐曲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

教

学

目

标

一、聆听歌曲《春晓》（合唱版），在学会三角铁的演奏方法后，根据歌曲的的意境

配伴奏。并能随《春晓》（齐唱版）模唱，表达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二、能听出《杜鹃圆舞曲》中杜鹃的叫声，并随乐曲进行同步模仿。

三、能用对唱的方法完整表演《小雨沙沙》，给四副图配上相对应得象声词。

四、能边唱边表演《布谷》，学会“sol、mi”手势的辅助下，唱准“布谷”的音高： 

并能用放松、清晰的声音做“bu、gu”的发声练习。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用对唱的方法完整表演《小雨沙沙》，唱准“布谷”的音高。

难点：能边唱边表演《布谷》，学会“sol、mi”的手势，运用三角铁为歌曲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教学

时间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一、聆听、演唱《春晓》

1、由诗导入，让学生先背诵《春晓》，引起兴趣。

2、在聆听前 用齐唱版《春晓》的伴奏音乐做背景，让学生有表情的朗读古诗《春晓》，

随齐唱版的歌曲模唱，用歌声表达感情。

3、完整聆听全曲，问：乐曲中你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学给同学们听一听。

4、用对比的方法聆听两个不同版本的《春晓》，可以对速度和情绪进行比较。（合唱版歌

声充满激情，活泼流畅。）

5、复听乐曲，随着乐曲用手指画图形谱。

6、完整地聆听歌曲《春晓》。

问：歌中唱出了哪些内容？你想和小燕子说什么？

7、想一想，用木鱼和碰钟参与乐曲的演奏，应怎样比较合适，分别与乐曲合作。

8、听歌曲《春晓》分小组编创动作。

9、随着复听歌曲的录音，分组表演。

二、聆听 管弦乐《杜鹃圆舞曲》

1、引导学生聆听管弦乐《杜鹃圆舞曲》时，关注图形谱，感受主题旋律的特点。

2、用对比聆听法，让学生说说口哨吹奏的《杜鹃圆舞曲》和管弦乐《杜鹃圆舞曲》有什么

不同。

3、复听乐曲，尝试用口哨随乐曲的节奏，模仿杜鹃叫，随舞曲的韵律做动作，感受舞曲的

特点。

4、小结。



第二课时

一、演唱歌曲《小雨沙沙》

1、听歌曲，完整地感受歌曲的旋律。

2、听音乐，让学生跟着音乐拍手、拍腿，感受歌曲的节拍。用手指点歌词，想一想哪些音

长？

“X--  X   X X “

3、再听乐曲，学生找找歌曲中出现的三种节奏,用象声词念念，按节奏拍拍。

X-    呼--（风吹的声音）

X     滴 答（下小雨的声音）

X X   叮铃  叮铃 （雨停后屋檐下的雨滴声）

4、听歌曲录音，分小组拉手：

（听第一段歌曲向左方向走，听第二段歌曲向右方向走，第三段反之）

5、歌曲熟练后，可让学生分角色扮演小雨和种子.。让学生在充分感受中记住歌曲的旋律。

6、唱会歌曲后再自编动作边唱边表演。

二、学唱《布谷》

1、听歌曲范唱。

2、再听歌曲，数一数歌中的布谷的叫声出现了几次，数一数长音（X-）出现了几次。

3、教唱歌去，采用形式多样的听唱法学会歌曲。

4、交换演唱，让学生唱老师部分，感受歌曲。

5、学习世界先进教学法“柯儿文手势”辅助高音的模唱练习，在教师指导下便唱边做手势。

6、小结。

二次备课



 备注：教案均用五号仿宋体字反正面打印。  您对本课的教学设计评价为：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板书设计：

第一课  春天

节奏练习：  X-    呼--（风吹的声音）

           X     滴 答（下小雨的声音）

           X X   叮铃  叮铃 （雨停后屋檐下的雨滴声）

二次备课

作业设置：

   学唱《小雨沙沙》，教唱妈妈并和妈妈合作《布谷》

堂 堂 清

练习
练习柯尔文手势

教  后反  

思



第（  二  ）单元备课                                       二次备课

单元主题：放牧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本课以“放牧”命名，拉近音乐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在“牧童”形象的描绘上做器乐和声

乐的对比，让学生感受不同作品所表现的可爱而有趣的牧童形象。本课继续用乐器音色对比呈

现的方法，编排了学习“双响筒“的知识与技能。在学会正确掌握双响筒演奏方法的同时，探

索其他演奏方法。

教

学

目

标

一、学会在 la手势的辅助下，唱准 la的音高，能随教师模唱《牧童遥》的旋律。

能和小伙伴合作，用问答的演唱当时边唱边表演《牧童遥》

初步认识和掌握双响筒高低音色的表现效果。在掌握正确演奏方法的基础上，探究敲击方法。

在歌曲《牧童》的演唱中，能用合适的节奏加入三角铁和双响筒的伴奏。

能听辨出钢琴曲《牧童短笛》在速度和情绪上的变化，听出旋律中相同部分，并能背唱二到四

句主题旋律。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唱准 la的音高，初步认识和掌握双响筒高低音色的表现效果。

难点：能用合适的节奏加入三角铁和双响筒的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课时备课                                            二次备课

课   题
《牧童谣》《放牛歌》《牧童短笛》《牧童》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牧童短笛》是一首短小精致、形象鲜明、富有田园风味的钢琴曲，由贺绿汀所作。这

首乐曲蜚声国内外，更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方面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范例。

《牧童》是一首斯洛伐克民歌，2\4 拍，D 大调，四乐句的一段体结构。它想一副田园

风景画，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成为人们喜爱的外国歌曲之一。

《牧童谣》是一首湖北民歌，4\4拍，五声调式。歌曲节奏抒展，旋律优美抒情。用一

问一答的形式，描绘天上太阳放光明和地上青儿草又青的田园风光，抒发了小牧童悠闲

放牧的愉快心情。

《放牛歌》是一首民歌风的创作歌曲，2\4拍，五声调式，一段体结构。不仅易唱，有

趣味，而且用音节省，音域也只有六度，是适应低年龄学生演唱的好儿歌。

教

学

目

标

学会在 la手势的辅助下，唱准 la的音高，能随教师模唱《牧童遥》的旋律。

能和小伙伴合作，用问答的演唱当时边唱边表演《牧童遥》

初步认识和掌握双响筒高低音色的表现效果。在掌握正确演奏方法的基础上，探究敲击

方法。

在歌曲《牧童》的演唱中，能用合适的节奏加入三角铁和双响筒的伴奏。

能听辨出钢琴曲《牧童短笛》在速度和情绪上的变化，听出旋律中相同部分，并能背唱

二到四句主题旋律。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唱准 la的音高，初步认识和掌握双响筒高低音色的表现效果。

难点：能用合适的节奏加入三角铁和双响筒的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教学

时间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聆听《牧童短笛》

完整聆听钢琴曲《牧童短笛》， 教师完整地播放歌曲录音，学生初听。

问：歌中唱出的牧童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渗透珍惜学习时光的教育。

3、再次聆听，感受钢琴音色，从教科书的画面启发学生展开联想，想象牛背上的牧童吹出

的悠扬笛声，感受音乐中的牧童生活和童年情景。

4、在教师指导下，整体复听全曲，聆听和辨别乐曲三个部分中音乐的相同和不同。

5、分段聆听歌曲，在速度与情绪上，说说第二乐段音乐与第一段音乐的不同之处。

6、再次复听歌曲，可在一、三乐段模仿牧童吹笛的动作，表现额感受乐曲的欢乐情绪。

7、在反复多遍聆听的基础上，让学生随钢琴模唱 a段主题的旋律。

二、演唱《牧童谣》

1、启发学生看图，听录音范唱，初步感受歌曲。

2、用听唱法学唱歌曲《牧童谣》，在教师指导下，先练习做会“la”的手势，随老师莫昌

旋律。

3、听着范唱录音，用手指着图形谱轻轻地跟唱。提示学生第三段歌词分别在哪里？结束句

在哪里？

4、能跟着老师的手势、完整准确地演唱歌曲。

5、 完整地聆听歌曲《牧童》，提示歌中唱出了哪些内容？复听歌曲。

6、 随着音乐录音轻轻地敲击双响筒。

7、分小组对答式分角色演唱，并相互评价，谁的歌声最美，表情最好等。

8、小结。

 



二次备课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聆听《牧童》

1、完整的聆听歌曲时，（要求集中听歌曲表达的内容，用一人说一句的办法，说说听到的

歌词大意）

2、复听歌曲，提示歌中唱出了哪些内容？集中聆听合唱的音色。

3、第三遍完整的聆听歌曲，可让两位同学分别用三角铁和双响筒在齐唱与合唱处轻轻敲击，

全班同学分成两部分，随着乐器的敲击声，用动作和发生来表现。

二、演唱《放牛歌》

1、听歌曲， 用多种听唱和模唱的方法学会歌曲。如：让学生手指着高低起伏的图谱模唱

歌曲，提示学生注意聆听与图谱的结合。

2、看着课本中图形谱对于歌曲高低长短的提示，感受歌曲旋律的进行，感受歌曲旋律的轻

松、愉快。

3、 跟着歌曲录音，用听唱法学会歌曲。

4、提示学生，没有歌词的旋律是间奏部分，用锣、鼓、镲伴奏。歌曲中的间奏部分，教科

书配有明确的伴奏谱例，大家乐器指定为双响筒、木鱼和三角铁，用乐器伴奏的三种节奏

也是按照乐器的特点加以配置。分别让学生学会三种节奏的拍击，声部配合协调后，再从

一件乐器到三件乐器逐步加入伴奏。

5、学会之后，启发学生编创动作表演《放牛歌》，以表达歌曲轻松愉快的情绪。如：脚踏

节拍，起稳定速度的作用，一句做一个动作来表现歌词大意。在此基础上也让学生边唱边

自由创作动作变现歌曲。

6、 小结。



 备注：教案均用五号仿宋体字反正面打印。  您对本课的教学设计评价为：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板书设计：

第二课    放牧

《牧童》《牧童谣》《放牛歌》

二次备课

作业设置： 背唱《牧童谣》，可加入武道动作进行表演。

堂 堂 清

练习

让学生结合教科书后面的活页练习，把旋律当歌词模唱，做描一描，唱一唱的练

习

教  后反  

思



第（  三  ）单元备课                              二次备课

单元主题：  手拉手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本课以“手拉手”为主题，选编了一首聆听作品《让我们手拉手》，一首演唱作品《雁群飞》，

通过对歌曲的聆听与演唱，在学生幼小的心灵播下有爱的种子，用歌声抒发人间真情。

围绕主题还选编了一首经典儿童歌曲《数鸭子》，一首民间打击乐合奏曲《鸭子拌嘴》，把知识

与技能“0”符号的认、读、拍，融入歌曲和乐曲的聆听与演唱实践之中。让学生从图的形态上

懂得“0”不出声，静止一拍，为今后学习休止符建立感性层面的经验。

教

学

目

标

1、 通过听《让我们手拉手》、《鸭子拌嘴》，唱《雁群飞》、《数鸭子》，

感受生活中的乐趣和同学之间的友谊。

2、 能完整、准确、有感情地演唱本课歌曲。

3、 能结合聆听歌（乐）曲，创造性地运用打击乐器表现小鸭的生活。

4、 能准确地读出两声部带词的节奏。

5、认识“0:”的时值，能按编创与活动的要求，做拍击和编创有“0”的节奏练习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认识“0:”的时值，能按编创与活动的要求。

难点，做拍击和编创有“0”的节奏练习。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课时备课                                            二次备课

课   题

《让我们手拉手》《雁群飞》、《数鸭子》《鸭子拌嘴》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让我们手拉手》是一首朝气蓬勃的创作歌曲，44拍，大调式，有 A、B两个越短构成。

歌曲音调昂扬，旋律欢快，节奏富有特点。

《鸭子拌嘴》是由作曲家安志顺根据同名民间打击乐曲改编而成。该曲作于 1982年，

用在《仿唐乐舞》中，于 1983年被第六届亚洲音乐论坛评为优秀音乐作品，并荣获 1984

年全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比赛二等奖。

《雁群飞》是一首单乐段六月句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第一二乐句呈现主题，第三四

乐句强化主题，一齐前飞的状态，第五六句完全重复了一二句，但寓意得到了升华。

《数鸭子》是一首具有说唱风格的创作歌曲，44拍，六声宫调式，歌曲说唱结合，旋

律的音调主要以级进为主，接近语言的旋律，极富童趣。反映了富裕的农民幸福生活。

教

学

目

标

1、 通过听《让我们手拉手》、《鸭子拌嘴》，唱《雁群飞》、《数鸭子》，

感受生活中的乐趣和同学之间的友谊。

2、 能完整、准确、有感情地演唱本课歌曲。

3、 能结合聆听歌（乐）曲，创造性地运用打击乐器表现小鸭的生活。

4、 能准确地读出两声部带词的节奏。

5、认识“0:”的时值，能按编创与活动的要求，做拍击和编创有“0”的节奏练习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认识“0:”的时值，能按编创与活动的要求。

难点，做拍击和编创有“0”的节奏练习。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教学

时间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一、欣赏歌曲《让我们手拉手》。

1、 完整地聆听全曲《让我们手拉手》。

问：歌曲唱出了哪些内容？听了歌曲，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2、 复听歌曲，随着歌曲自编动作表演

3、可以用一个色块表示齐唱，两个色块表示合唱，让学生在视觉辅助下聆听，开始建立声

部的听觉意识。并用挥动左手表示听到的是齐唱，挥动右手表示听到的是合唱。

二、学唱《雁群飞》。

1、 完整地听歌曲范唱，说说听到的歌词内容。

2、再听歌曲，用多种听长和模唱的方法学会歌曲，

3、随伴奏音乐学生拍击节拍，有节奏的朗读歌词。

4、学生用好听的声音模唱歌曲，歌曲熟练后，可让学生按编创与活动的要求，随歌曲旋律

中相同与不同的变化，设计两个动作来变现歌曲。

5、 分小组演唱，比一比哪一组歌儿学得快。

6、、学生之间展开评价，完整、准确、有感情地演唱歌曲。课用小组表演的方式，分组设

计动作，互相合作，在展示中比较，找出不足。

三、课堂小结。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第二课时

一、 聆听《鸭子拌嘴》。

1、 用故事导入，聆听《鸭子拌嘴》，（问：音乐中的鸭群在干什么）

2、 初听乐曲，提示：哪里表现鸭子的叫，哪里表现老鸭叫？

重点是让学生感受音乐表现鸭子的生动形象，感受乐曲强弱所带来的变化。激发学生的兴

趣。

3、 想象音乐描绘的情景，分小组对每一情景是怎样用打击乐配合的。

4、分小组讨论如何用响板来设计和表现鸭子拌嘴的不同场景。

二、 学唱表演《数鸭子》、编创与活动。

1、 完整地聆听歌曲的录音，用听唱的方法学会歌曲。

2、有节奏的朗读歌词，按照节奏谱下方拍手拍腿的图，有规律的边读边拍。

2、完整聆听乐曲，再和《雁群飞》歌曲作比较，说说这首歌在情绪上的不同。

2、 分小组边唱边表演，分组表演相互评价，自编动作。

3、 分小组的方式，分组表演和互相评价。

三、课堂小结。



 备注：教案均用五号仿宋体字反正面打印。  您对本课的教学设计评价为：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板书设计：                   第三课  手拉手

认识“0”符号

发声练习

从 1=E向上练到 1=A再向下 1=C

二次备课

作业设置：做编创练习

堂 堂 清

练习
学唱歌曲

教  后反  

思



第（四）单元备课                              二次备课

单元主题：   长鼻子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本课以大象长鼻子的特征命题，继续围绕音乐与大自然这一主题，让学生初步感受音乐中的大

象形象。选编一首器乐曲《小象》和一首低音大提琴与钢琴《大象》为聆听作品，从视觉到听

觉作对比聆听。本课围绕主题编创了一首傣家风格的歌曲《可爱的小象》，选编了一首经久不

衰的儿童歌曲《两只小象》让学生在乐唱、爱唱的情感中，表达对小象的喜爱之情。

教

学

目

标

1、能在视觉和听觉的对比聆听中，选择正确的强弱弱和强弱的拍击方法，以及用合适的动作表

现音乐中《小象》和《大象》的不同形象。

2、能够用柔美抒情和活泼可爱的声音，分别演唱《可爱的小象》和《两只小象》，并背唱《可

爱的小象》。

3、能够随教师的鼓声变化，做走和跑变化速度的动作。

4、能够按照歌曲下方图谱的要求，和小伙伴合作，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够用柔美抒情和活泼可爱的声音，分别演唱《可爱的小象》和《两只小象》。

难点：能够随教师的鼓声变化，做走和跑变化速度的动作。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课时备课                                            二次备课

课   题
《小象》、《大象》、《可爱的小象》、《两只小象》           共（2）课时

教材

分析

《小象》是美国亨利曼仙尼乐队演奏的爵士风格乐曲。乐曲轻松活泼，形象的表现了小

象们玩耍嬉戏的情景。

《大象》是法国作曲家圣桑所作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中的第五首。这是一部形

象生动、充满幽默谐趣的管弦乐组曲。改为低音提琴与钢琴来演奏，来表现大象沉重笨

拙的步伐的滑稽可笑的舞姿。

《可爱的小象》作者用傣家音乐元素，以傣族吉祥物“象”为主题，创作了由四个乐句

构成的结构规整的，一段体儿童歌曲。

《两只小象》是一首三拍子的创作歌曲。五声调式，一段体结构亲切的旋律可以使人感

受到幼象玩耍的姿态。

教

学

目

标

1、能在视觉和听觉的对比聆听中，选择正确的强弱弱和强弱的拍击方法，以及用合适

的动作表现音乐中《小象》和《大象》的不同形象。

2、能够用柔美抒情和活泼可爱的声音，分别演唱《可爱的小象》和《两只小象》，并

背唱《可爱的小象》。

3、能够随教师的鼓声变化，做走和跑变化速度的动作。

4、能够按照歌曲下方图谱的要求，和小伙伴合作，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够用柔美抒情和活泼可爱的声音，分别演唱《可爱的小象》和《两只小象》。

难点：能够随教师的鼓声变化，做走和跑变化速度的动作。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教学

时间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常规练习

 1．随乐曲（自选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有较规范动作要求。主要引导学生

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进行简单的二声部练习。

二、新课学习：

 1．听歌曲录音《小象》（规范要求同学们聆听时能创造性地运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1）谈谈“象”的有关知识；

 2）完整地聆听全曲，要求听出歌曲所唱内容，并能从“欢快”与“优美抒情”中选择出

乐曲的情绪。回答小象叫了几次？

 3）复听时可自编动作表演。

 2．听歌曲录音《可爱的小象》；第二遍教师范唱，引导学生边拍边按图示划旋律线，体

会旋律的起伏。

 3．歌词学习：提示式学习歌词，（边听录音边读歌词）活跃课堂气氛。.

 4．歌曲学习：要求同学模唱学习歌曲，教师提示式随同学唱（录音伴奏）。

 5．通过自编游戏表演歌曲《可爱的小象》要求自创动作（引导学生用打击乐器为同学作

伴奏），从学生的自创运用中选编成游戏进行表演。

三、小结：鼓励与表扬，指出不足之处。



二次备课

                               第二课时

一、常规练习

 1．随乐曲（自选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有较规范动作要求。主要引导学生

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进行简单的二声部练习。

二、新课学习：

1．欣赏乐曲《大象》（提示学生大象的音乐应该是：缓慢沉重的、还是轻快活泼的？并能

回答为什么是缓慢沉重的？）

 1）初听，（完整听全曲）。

2）谈谈所听内容；并讨论大象有些什么习性、怎样走路、与小象有什么区别等）

3）复听：自由活动：《大象》乐曲，引导学生自由地进行编创活动，以走路、甩鼻等动作

为主；

 2．歌曲学习：（出示投影片）（由乐曲《小象》入歌曲《两只小象》）

 1）教师范唱歌曲，边唱边指投影歌片。

2）学生模唱学习歌曲。（教师指谱，要有明显的强弱与优美感）

3）通过分句唱熟练歌曲的演唱。

3．通过自编游戏表演歌曲《小象》要求自创运动作，从学生的自创动作中选编成游戏进行

表演。

三、课堂小结：



 备注：教案均用五号仿宋体字反正面打印。  您对本课的教学设计评价为：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板书设计：         第四课  长鼻子

3/4  强弱弱

2/4  强弱

二次备课

作业设置：练习柯尔文手势

堂 堂 清

练习
学唱歌曲

教  后反  

思



第（  五  ）单元备课                              二次备课   

单元主题：游戏                                                                  　  共（　2　）课时

教材

分析

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在游戏中了解社会，在游戏中成长，围绕音乐游戏这一主题，

根据学生喜爱游戏活动的心理特点，聆听作品选编的管弦乐《。本课围绕主题选编了《火车卡

拉》和《拍皮球》两首学生十分喜爱的儿童歌曲，让学生在唱唱玩玩中学习音乐，学会相互合

作。

教

学

目

标

1、能在聆听《火车波尔卡》时用动作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

2、能用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歌曲《火车开啦》，并能和伙伴合作用三声部模拟火车开动的效果

3、能用灵巧的声音清晰的演唱《拍皮球》

4、能气息连贯的发 wu的声音

5、能准确听辨钢琴音色，并随钢琴曲《跳绳》的速度变化用动作做出反应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和伙伴合作用三声部模拟火车开动的效果

难点：能按图形谱和三角铁为歌曲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课时备课                                            二次备课

课   题
《火车波尔卡》《跳绳》《拍皮球》《火车开啦》　　　　　　　　　　共（2）课时

教材

分析

《火车波尔卡》又译为《快速波尔卡》、《剪彩波尔卡》，这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爱德华施特劳斯的早期管弦乐作品之一，四为庆祝一家铁路公司通车典礼而创作的。

《跳绳》是作曲家丁善德 1953年所作的钢琴组曲《儿童组曲》中的一首。 

《火车开啦》大调式一段体，由四个乐句组成。全曲节奏简单，旋律多为级进，流畅上

口。拍皮球》4/2拍，活泼欢快的情绪，全曲由三个乐句构成。

教

学

目

标

1、聆听《火车波尔卡》时用动作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

2、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歌曲《火车开啦》，并能和伙伴合作用三声部模拟火车开动的

效果

3、灵巧的声音清晰的演唱《拍皮球》

4、气息连贯的发 wu的声音

5、准确听辨钢琴音色，并随钢琴曲《跳绳》的速度变化用动作做出反应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能和伙伴合作用三声部模拟火车开动的效果

难点：能按图形谱和三角铁为歌曲伴奏

教法

学法
听唱法、教唱法

教具

学具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光盘、欣赏曲曲谱



教学

时间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第一课时

一、师生问好。

二、聆听《跳绳》

1、初听乐曲，说说你想到了什么？什么乐器在演奏？

2、复听乐曲，随着乐曲做动作。

3、找一找，这首乐曲适合书上哪一副图？

4、做一做听音乐分辨钢琴音色的练习。

三、表演《拍皮球》。

1、听录音，说说你有什么感受？

2、听老师范唱，学生拍手感受。

3、教师弹琴带着学生小声唱，一学生跟节奏读词。

4、 听教师樊唱，学生心里默唱，记住歌词。

5、 听琴边拍手边唱歌。

6、 边听乐曲，边自己创编游戏，共同商议。

四、小结。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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