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单元 我的祖国 

第一节  《我的中国心》  （2 课时） 

教学目标 ： 

1、情感目标：有感情的演唱歌曲，体会歌曲中游子的爱国情怀，并通过歌曲的学习，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 

2、知识目标：通过歌曲的学唱，能够独立分析歌曲，了解歌曲的结构。  

3、能力目标：学生在演唱中感受音乐的表现力，科学合理地运用气息，用自然饱满深情的

声音表现歌曲，体验歌曲中的情绪情感变化，抒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之情。  

教学重点： 

1、能很好的体会歌曲中的爱国情怀，通过歌曲的学习，能很好的激发学生 的爱国情怀。  

2、能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  

教学难点：歌曲感情的处理，能较好的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教材分析： 《我的中国心》是香港歌星张明敏在 198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的

一首歌，它深深的打动了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歌词通过一位海外游子的深情诉说，刻

画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歌曲结构为 A+A+ B +A′曲 式结构。A 段 6-3五声音阶结

构的旋律给人一种深沉平稳抒情的感觉。B 段的两个乐句以模进的形式产生高潮让人心潮起

伏，思乡之情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又回到 A 段的平静。结束句提高八度音高来表达无论如何

也改变不了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举一些身在异乡的例子让学生体会游子的心情。 

2、初听歌曲，感受歌曲的情感（介绍歌曲创作背景）。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

想感情？ （表达了游子思念家乡和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情感）。 

3、再听歌曲，找出第一乐句的旋律(前两行)在歌曲中出现了几次（３次）。每次出现是不

是一样的？哪里不一样？ 

4、学生演唱一、二、四乐句。找出相同的乐句和有变化的乐句， 并对声音进行要求指

导(第四乐句在第一、二乐句的基础上结尾的音高有变化)。告诉学生把相同的一、二乐句用

A 表示，把有变化的第四乐句用 A′表示，剩下的第三乐句用 B 表示，所以我们这首歌的节

构就是 A+A+ B +A′的结构。  

5、学生分别读一、二、四乐句的歌词，找出几个最能体现华侨们爱国的词进行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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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上”、“不管怎样”。让学生从歌词中体会华人华侨们那种对祖国的深深的思念和深深的

爱。分别给一、二、四乐句加上歌词进行演唱，词曲结合，让学生体会怎样演唱才能表达出

海外赤子们的心声。老师范唱第一句和第四句结尾，让学生很好的体会第四乐句结尾“我的

中国心”和第一乐句结尾“我的中国心”的感情变化，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6、教师范唱全曲，学生轻声跟唱，感受第三乐句的情绪。     

7、学生跟琴完整的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注意演唱方法及歌曲情感的处理。 

8、跟伴奏唱歌曲，注意歌曲的感情处理。 

拓展：1、欣赏张明敏 84 年春节晚会上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学生更深入的体会情感。2、

请学生集思广益找出所知道的爱国歌曲。3、情感升华，华侨华人的爱国行动（准备照片）。 

课后反思： 

 

 

 

第二节  欣赏《春天的故事》、《东方之珠》  （2 课时） 

一、了解歌曲的相关知识： 

《春天的故事》的词作者是 76 岁的蒋开儒老人。创作《春天的故事》之前，蒋开儒曾任黑

龙江省穆棱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 1935 年 9 月出生，籍贯广西，当兵后落户北大荒。当被

记者问道为何要用“春天”借喻，藉此来讴歌邓小平？蒋开儒表示，他早就注意到，“邓小

平总是喜欢在春天做一件大事”。“1979 年春天，邓小平提出办经济特区；1984 年，邓小平

第一次南巡；1992 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蒋开儒对邓小平的活动一直特别关注。蒋开儒

形容自己写出《春天的故事》“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二、欣赏《春天的故事》 

1、提问： 

歌曲的情绪怎么样？（赞美、歌颂）歌曲中的老人是谁？（邓小平）圈指的是哪里？（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春天指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2、反复聆听 

三、欣赏《东方之珠》 

1、介绍背景：《东方之珠》是台湾作曲家罗大佑的代表作，并由作者本人首唱。歌曲倾吐了

强烈的爱国主义心声。为带《东方之珠》这首歌，以含蓄而富于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香港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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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历史沧桑和迷人的夜色；并拟人化地表现了人们对香港的无限眷恋。补充段的单二

部曲式。  

    2、初次播放，感受音乐：歌曲的第一部分为复乐段结构。两个乐段的旋律基本相同。

两个乐段中的第一乐句，相对地说，都比较平稳。然而，其第二乐句，开始时是连续的同音

重复，紧接着便八度大跳转入低音区。它似乎从亲切、温柔的呼唤开始，以耐人寻味的深情

加以延续。歌曲的第二部分有转向下属调的明显倾向，使歌曲的色彩产生鲜明的变化。   

3、再次分段欣赏音乐，学生学唱部分选段：学生再次欣赏《东方之珠》，聆听并感受、体验

其音乐内容、音乐情绪，理解其特区人民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愿望。   

4、学唱歌曲，并运用正确的感情演唱歌曲。（分析、讨论歌曲的演唱的情感，并会演唱歌曲。） 

5、拓展：《明天会更好》 

课后反思： 

 

 

 

第三节 欣赏《“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2课时） 

教学目标： 

1、能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念故乡》，并能背唱这一首歌。 

2、通过过欣赏，了解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了解《自新大陆交响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情感。 

3、能够为《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第一主题试着填写歌词。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播放歌曲《念故乡》片段，提问： 

以前听过这首歌吗？由谁作曲？是哪一部著名的交响曲的主题？ 

二、学唱歌曲《念故乡》 

 1、简介：《念故乡》由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作曲，选自其著名的《“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自新大陆交响曲》在美国纽约首演一举成功，轰动美国，从此名扬世界，其中第二乐章的

第一主题更为人们喜爱。德沃夏克的学生将这首曲子填词成独唱《回家去》，风行美国，流

传全世界。在我国被译作《念故乡》。 

 2、聆听范唱，感受歌曲孤独、悲哀和思念故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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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体学生视唱旋律，注意附点音符的正确演唱。 

4、唱词。注意唱出歌曲力度的变化。理解、表现歌曲所表达的思念故乡、痛恨侵略者、愿

为民族解放献身的情感。 

三、欣赏《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 

1、介绍德沃夏克，德沃夏克是捷克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之一。他

于 1841 年出生在布拉格附近一个贫寒的家庭中。经过刻苦的努力，他获得了奥地利文化部

的奖学金，得以全身心地从事音乐创作。他曾九次访问德国、英国和俄国，并亲自指挥乐队

演奏他的作品，备受欢迎。1891 年他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并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

士学位，1892 年应邀赴美国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1895 年回国继原任，1904 年去世，捷克

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代表作有《自新大陆交响曲》、

歌剧《水仙女)等。他的作品始终贯串了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怀念家乡的深切感情，富有浓

郁的斯拉夫民族色彩。 

2、介绍《自新大陆交响曲》及第二乐章，  

   3、听、辨、分析音乐主题 

（1）听引子 分辨是何类乐器、在哪个音区奏出了几个和弦?表现了何种情绪?烘托了何种气

氛?(管乐器在低音区奏出了七个和弦，表现了低沉、忧郁的情感，烘托了故事的悲惨、凄切

的气氛) 

（2）唱 a主题，讲故事 

  (1)英国管演奏的悲凉、伤感的主题，歌曲《念故乡》就是由这个主题发展而来，现在请同

学们再次演唱并感受一下。这个主题既像是揭示海华沙的孤独和痛苦，又像是奄奄一息的敏

妮海哈对海华沙的思念，但更多的是寄寓作者对遥远祖国的怀念。 

    （3）听辨 b 主题(音响 旋律) 是何种乐器演奏的?其情绪与 a 是否相同?(是由弦乐加弱音器

演奏的，其情绪与 a主题基本相同，只是稍激动些)。 

   （4）演唱、比较 c、d 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和问题) 

①听两个主题的录音。 

②讨论、比较两个主题在节奏、旋律、调式、情绪上有何不同?对比节奏时让同学们念两主

题的节奏；对比旋律时，教师演唱c主题，学生演唱d 主题；讨论、比较。 

主 题 节 奏 旋 律 调式 情绪 

c 主 题 紧密、多三连 旋转型 大调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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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d 主 题 
较宽、多切分

音 
平稳 小调 

回忆、 

期待    

  4、完整欣赏由卡拉扬指挥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录像  （音响） 

    1．要求：注意交响乐队的编制，各主题主要用何种乐器演奏；记录乐曲的结构(各段的演

奏顺序)；感受乐曲表达的情感。 

    2．观看录像。 （音响） 

    3．讨论乐曲的结构和自己的感受。 

    (1)请同学汇报自己记录的乐曲结构； 

    (2)（音响）结构图，并讲解；《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结构图—— 复三部曲式 

    (3)讨论乐曲表达了作者何种情感?你自己有何感受? 

(引导学生理解此作品，既表现作者对新大陆的印象，又表达了他身处“新大陆”，对遥远祖

国的思念，还表现他对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情感) 

5、布置课外作业：试为《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填写新的歌词。当你认为

满意之后，唱给家里的亲人们听。 

  六、小结 

   本课介绍了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欣赏了《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学唱了歌曲《念

故乡》，同学们都被此曲深深地感染，愿乐曲动人的旋律永远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之中，愿我

们都永远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家乡!  

课后反思： 

 

 

第四节  《一个妈妈的女儿》  （2课时） 

教学目标： 

1、能学会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并能怀着真挚、深情的爱国情感用明亮的声音进行演唱。 

 2、能够认识歌谱中的上波音和前倚音并能够掌握附点节奏。。 

教学重点：能怀着真挚、深情的爱国情感用明亮的声音演唱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教学难点：能够认识歌谱中的波音和倚音，并能够掌握连线下的节奏的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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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美丽的图画，你们猜猜这都是哪里？ 

多媒体：展示一组中国大地上的各地风景图片。（《爱我中华》突出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大

家庭。） 

1、同学们边欣赏，边讨论 

师：这些美丽的景观都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的，你们觉得美吗？你们热爱自己的

祖国吗？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呢？ 

2、同学们讨论交流。 

师：我想大家一定都学过很多赞美祖国的诗歌，这节课啊，老师教大家一首赞美祖国的藏族

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二、学习新课： 

1、听歌曲 

让学生初步聆听并感知音乐，了解歌曲的速度与内容。准备：《青藏高原》《天路》感受藏族

歌曲风格。 

师：这首歌曲是歌唱藏族和汉族之间有非常的深厚感情的歌曲，它们就是像是太阳和月亮一

样，是同一个妈妈的女儿，它们的妈妈叫光明。而藏族和汉族的同一个妈妈就是我们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吧！以太

阳和月亮 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比喻藏汉是一家。 

多媒体：播放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 

教学生学习歌谱中得音乐记号，并看谱再次聆听歌曲深入感受。(尝试为歌曲打拍伴奏) 

师：你们觉得这首歌的情感怎么样？（亲切、柔美、抒情）歌曲具有哪个民族的风格（藏族）

歌曲的曲式结构是怎么样？（一段体）  

师：同时再听一听谱中的连音和波音是怎么演唱的？  

教师范唱，学生小声哼唱，随老师的歌声进一步了解歌曲。  

师：通过刚才的聆听，大家对这首歌曲一定有了初步的印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轻声的

声音跟着老师的歌声深情的来哼哼这首歌的旋律好吗？ 

全班同学跟音乐用“en”模唱曲谱。 

师：接下来老师就教大家学唱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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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唱歌曲 

让学生带着热爱祖国的情感共同把歌曲唱一遍。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曲，那你们还知道有哪些藏族歌曲呢？可以给大家唱

两句。请学生起来回答 

师：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藏族民歌大都是歌唱环境、习俗、团结精神、爱国精神等

内容的。《一个妈妈的女儿》就是体现爱国情操的歌曲，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全世界人共同的

心声，不论是藏族还是汉族还是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有一位共同的妈妈，名字就叫中国！现在，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情感，来共同演唱一下这首歌好吗？ 

注意：两个乐句相似却不相同，正确演唱八度大跳及前倚音，高音用假声寻找头腔共鸣。低

音不压，注意气息的放松。 

3、表演歌曲 

根据歌曲的内容，让学生用各种表演形式进行小组表演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

想象力。 

三、欣赏视频情感目标的巩固 

课后反思： 

 

 

 

第五节  欣赏《我的祖国》  （2 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我的祖国》，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词曲作者、原唱，感受作品表达的情感，并能带感情哼唱歌曲。3、

引导学简要分析歌曲的速度、力度、情绪、和演唱形式。 

教学过程： 

一、导入：播放《让我们荡起双桨》营造气氛，同时引出新课电影《上甘岭》中的经典插曲。 

二、初次聆听 

介绍作品的词曲作者，原唱及分作背景，让学生对作品有整体感知。  

三、再次聆听，把握情感主题及作品分段。  

1、歌曲表达的情感主题？（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和保卫国家的决



 8 

心）作品分为几个乐段？（分为两个乐段） 

2、引导学生随音乐 LU 音轻声哼唱第一乐段，注意体会歌曲的速度和情绪（稍慢，优美，宁

静）力度（MF ） 

3、第二乐段（充满激情，气势磅礴） 

三、总结 

老师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时刻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长大

后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爱国青年，对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拓展：欣赏视频《我的祖国》 

课后反思： 

 

 

 

第六节  欣赏《我和我和祖国》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歌曲，引导学生感受体验声乐作品的魅力。 

2、初步感知复拍子的音乐律动，感受不同唱法对同一声乐作品的诠释。 

3、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激发学生朴素而深沉的爱国情感，树方民族自豪感。 

教学过程： 

1、导入:播放视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式》感受祖国的伟大。 

2、初听歌曲，体验情感（对祖国深切的热爱之情） 

3、感受旋律的美 

感受变换拍子的特点（6/8，9/8 了解复折子子，体会音乐的韵律感和起伏感）  

辨识音乐结构特点（ AB 两个部分组成的二部曲式） 

感受歌词的美（是一首诗） 

4、感受不同唱法所展现的美（美声、民族、流行） 

拓展：其他赞美歌颂祖国的歌曲进一步升华爱国情感。 

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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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美丽的草原 

第七节  《美丽的夏牧场》 

教学目标： 

1、学唱《美丽的夏牧场》歌谱，能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并能用铃鼓伴奏，设计不同演唱形

式表现歌曲。并在表演中锻炼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和表现力。 

2、了解与哈萨克族相关的音乐 

3、了解什么是骨干音，并找出歌曲的骨干音 6   2   3 

教学重点难点：准确且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有表现力地演唱、创编表现歌曲。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音乐，请同学们认真聆听，猜一猜这是哪个民族的音乐。” 

播放新疆音乐《掀起你的盖头来》，教师做几个新疆的舞蹈动作，配合着音乐让学生感受新

疆音乐的特点。   

学生聆听观看回答（新疆）。 

师：“大家说的很对，刚才我们听的是一段新疆音乐，新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同时它还是

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除了大家知道的维吾尔族还有许多支系民族，如哈萨克族，白俄罗

斯族等，但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及音乐、舞蹈等方面却是相通的。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

北疆，今天我们要学的歌曲里唱的夏牧场就位于南疆和北疆之间的恰布河旁。接下来就让我

们通过音乐来领略夏牧场美丽的景色。 

二、学唱歌曲 

1、初听歌曲《美丽的夏牧场》 

师:说说夏牧场的景色是怎样的？ 

师：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最后一句歌词唱的是什么？（这是哈萨克放牧的好地方）这句话告诉

我们这首歌曲歌唱的是哈萨克族美丽的夏牧场。哈萨克族生活在天山脚下,以游牧为生,是个

能歌善舞的民族。 

2、观看视频，用wu 轻声哼唱 

师:下面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近距离地走近哈萨克人民的生活，领略夏牧场的美丽风光。大家

可以用 wu 随音乐轻声哼唱体会歌曲的演唱情绪。（优美、抒情……） 

3、填词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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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赶紧把歌词填进来随音乐唱一唱吧。学生随音乐填词唱。 

4、随琴伴奏唱第一段，提出并解决难点 

（1）师：接下来请随老师的琴声伴奏我们一起来唱第一段歌词，找出你认为最难唱的地方。 

（2）师：请大 家跟着老师的琴声再把第一段歌词完整地唱一遍，你能找出你觉得最抒情的

一句吗（啊……）？为什么？讲述音乐知识“⌒” 

单独哼唱“啊”（第三乐句）指导声音、气息连贯。 

（3）巩固演唱歌曲第一段。 

5、随琴伴奏唱第二段，了解词义 

师：同学们，这段歌词中出现了“阿肯”一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师：老师告诉大家，阿肯是哈萨克族人民对民间歌手的尊称。阿肯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情景即

兴编词自弹自唱，这是其他歌手所不及的，所以大家特别尊敬他们。（打出阿肯的图片） 

7、有感情地完整演唱歌曲，注意“啊”的地方气息的连贯。 

三、处理歌曲 

1、视唱曲谱 

师：大家已经可以比较准确地演唱歌曲了，在熟悉旋律的基础上我们来视唱一遍曲谱，通过

视唱，大家看一看各个乐句有没有相同之处。学生视唱曲谱，找出旋律相同乐句。 

师：同学们真是火眼金睛啊！可见作曲家是抓住了一定的规律来创作这首歌曲的。 

2、按力度要求演唱歌曲 

师：老师对这首歌曲的演唱力度做了一点处理，请大家按歌谱上的力度要求来演唱歌曲。

（“啊…”一乐句做渐强减弱的处理……） 

四、演绎歌曲 

1、用铃鼓伴奏 

师：我们知道，新疆是由多民族汇集的歌舞之乡。因为有了多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交融，使新

疆这块神秘的热土上滋生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乐器。如冬不拉、手鼓等（出示图片）。今天我

们一起了解一下手鼓。 

⑴介绍手鼓典型的伴奏音型：ХХХ ХХ 

⑵用ХХ ХХ ХХХХХ 为歌曲前半段伴奏。“啊……”处晃手。 

没有乐器的同学徒手表现。 

2、设计演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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