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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功夫》教学设计（通用 13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就难以避免地要准备教学设计，教学设计

是教育技术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在于运用系统方法设计教学过程，

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程序。教学设计要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中国功夫》教学设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中国功夫》教学设计 篇 1 

教学内容 

表演歌曲《中国功夫》；欣赏乐曲《武术》。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熟练、有表情地演唱歌曲《中国功夫》。 

2.能随歌曲《中国功夫》的音乐即兴表演几个武术的动作。 

3.在欣赏乐曲《武术》时，能分辩出第一乐段和第二乐段的不同

情绪以及乐曲的结构。 

教学过程 

1.导入 

上节课我们唱了歌曲《中国功夫》，但还不太熟练，尤其是第三

段念白还不够整齐。这我们首先来复习演唱歌词，要求唱得更加

整齐，更加生气勃勃、英姿飒爽。 

2.表演歌曲《中国功夫》 

3.欣赏民乐合奏《武术》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一部科教片

《武术》，专门介绍中国的武术，其片头音乐就是由老一辈作曲家何

彬创作的民乐合奏《武术》，教科书中已经将乐曲中两个主要的主题

列出来了，请随老师学唱并熟悉它。 

学生学唱，教师用二胡伴奏。 

欣赏乐器《武术》（初听）。 

现在我要请同学们注意课本中列出的 ab 主题在乐曲中各出现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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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顺序是怎样的（复听）？ 

学生回答：a 出现了8 次（先出现4 次，在 b 段又出现了4 次），

b 段只出现了 2 次。 

对！这种先出现 a 段，再出现 b 段后又重复出现 a 段的乐曲结构

就称为 aba 的结构。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乐曲的结构就更清

楚了。 

这首乐曲充满着动感，a 段犹如重拳出击，b 段犹如太极八卦，柔

中有刚，因此也很适合随音乐表演动作，我们再来请几位同学做表演

（几位学生随音乐做即兴表演）。 

4.小结 

小结本节课学习的收获，要求学生准备好乐器，下节课进行合奏

《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教学设计 篇 2 

教材分析： 

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

其是最后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中华有

神功”使人唱来豪情满满，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旋律采用七声羽调式，“7”手口“4”的运用恰到好处，使曲调

具有古朴和高亢、壮烈的色彩，这是单纯采用五声音调所无法达到的

艺术效果。 

歌曲由三个乐段组成，为单三部曲式。第二乐段的乐句是第一乐

段乐句的压缩，所使用的音乐材料完全相同，使人易唱易记，同时又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作用。 

教学目标： 

1．通过讨论，师生交流，了解中国武术文化，激发学生对“中华

有神功”的自豪感。 

2．能正确演唱《中国功夫》，并掌握歌曲速度、力度及情绪在歌

曲中的表现作用，从而感受音乐的魅力。 

教学内容： 

演唱歌曲《中国功夫》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教学重点、难点： 

1．熟练地、有表情地演唱歌曲《中国功夫》。 

2．打击乐的创编活动，感受武术风格特色。 

3．重点处理歌曲的第三部分。 

教具准备： 

录音机、磁带、打击乐、电子琴、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生交流 

师：你们怎样理解“武术”一词?谁查过资料?说说看? 

生：武术有南拳、北拳；武术刀具：刀、棍、棒；武术姿势：卧

像弓、站如松等。 

师生总结：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过去武术用来保家卫

国，现在武术大多是用来强身健体，修身养性。 

[设计意图]通过师生交流，了解武术相关文化，激起学生学习兴趣。 

2．播放电影《黄飞鸿》片段 

师：请同学看完短片后，谈谈感受或者看完短片后，你想说什么? 

生：我被中国武术的伟大所感染，我也想学一身功夫，保家卫

国……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观赏画面，感受中国功夫特点及表现的民族

精神。 

二、学词部分 

学习方法过程 

1．播放歌曲《中国功夫》VCD 碟片 （由屠洪刚演唱） 

播放第一遍： 

①跟乐曲画面哼唱。 

②乐曲分几段。 

③你喜欢哪段，为什么?（互相讨论） 

播放第二遍：要求师生起立一起随媒体画面欣赏并演唱《中国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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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给师生创设教学情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歌曲的

感染力和号召力。 

2．学习处理歌曲第三段，有以下两种处理办法（课堂上可采用任

意一种方法）。 

第一种学习方法： 

师：刚才大部分同学回答喜欢第三段，为什么? 

生：这段歌曲念白：有气势，节奏感强，坚定有力，觉得浑身有

使不完的劲…… 

师：大家讨论相互交流一下，我们把这段念白适当加上衬词好不

好?师生展示汇报结果（荧屏展示）： 

棍扫一大片（Hou ），枪挑一条线（线） 

身轻好似云中燕，豪气冲云天（天）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气） 

刚柔并济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地） 

清风剑在手（Hou ），双刀就着走（Ha） 

行家的功夫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有） 

手是两扇门（门），脚下是一条龙（龙） 

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魂!（魂） 

学习方法过程：分三个环节学习 

①师生共同念白。 

②师生接龙念白（教师读课本中原有念白部分，学生齐读加衬词

部分）。 

③全班随电子琴节奏，女生念书中念白部分，男生念加衬词部分。 

④老师指导学生配合相关武术动作，念白（出拳、蹲步、跺脚、

仰头等武术动作配合）。 

[设计意图]创造性使用教材，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特别是相关武术动作的配合，能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歌曲学习中，教

学效果事倍功半。 

第二种方法：加打击乐伴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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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讲台上摆有打击乐器：大镲、中镲、小镲、小鼓。 

②请几位同学根据节奏型，选相应打击乐器。 

大镲：（X ― ― ― 

中镲：（X ― X― 

小镲：（XXXX XXXX （十六分音符） 

③其他学生：寻找身边小鼓（桌子）左右手交替拍以下节奏型，

并边拍边念白： 

X． X X X X 0 | 

④教师击小鼓，节奏型： 

X． X X X X 0 | 

要求：念白的节奏要准确，清晰、吐字、咬字要到位，且②③④

环节同时进行，并全体念白。 

[设计意图]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激活课堂气氛，同时镲、鼓等打击

乐器的介入，起一定的专业引领作用，使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 

3．学习歌曲第一段、第二段 

学习方法过程： 

师：请同学随琴唱第一段与第四段，要求演唱中体会并感受两段

旋律的情绪、速度特点。 

师生总结：第一段、第四段旋律相同。第一段速度稍慢，矫健地。

第四段速度稍慢，饱满地。 

师：学习第二段，请同学边唱边思考，前八小节和后八小节音乐

旋律特点有什么不同?要求演唱时吐字要清晰，注意句末的休止符。 

师生总结：第二段旋律特点：前后八小节形成鲜明对比，后八小

节是前八小节学习的压缩，音乐变得稍活跃起来。 

师：全班随伴奏带放声歌唱整首歌曲。 

要求：注意既要唱得高亢、雄健，又不能扯直嗓子拼命喊，注意

第三段加衬词处理部分。 

三、学谱 

[设计意图]边唱边指导学生认识歌曲速度、情绪、旋律结构特点，

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歌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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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学生随琴轻唱乐谱第一段、第二段。 

师：分角色随歌曲录音唱全曲乐谱（男女唱第一段乐谱，女声唱

第二段乐谱前八小节，后八小节男女合唱。第四段男生唱词，女声唱

谱，且同时进行。） 

四、歌表演 

师：请全班会武术的部分同学上台自由表演助兴。（全体同学伴

唱） 

五、结束部分 

播放《中国功夫》学生走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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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感受歌曲所表

达的爱国情怀。 

2.过程与方法：在欣赏、模唱、对比、听辨的过程中感受音乐情

绪，能够准确的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3.知识与技能：了解旋律的压缩在音乐中的作用，能够有感情的

演唱歌曲。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主动的参与互动教学，并能自信的演唱歌曲。 

难点：说唱部分的处理，附点四分音符的演唱。 

三、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和若干打击乐器。 

四、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以抱拳的方式和学生问好，播放北京申办 2008 奥运会的纪录片，

定格在成龙表演功夫一幕。并提问：知道这是什么运动项目吗?为什么

短短的几分钟内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表现武术呢? 

(二)新课教学 

1.初步感知，理解歌词 

首先播放歌曲视频。提出问题：乐曲分几段?你喜欢哪段?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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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完后，帮助学生理解歌词。 

2、介绍演唱形式——说唱 

第三段音乐有什么特点?并指导学生加上衬词练习说唱，注意读出

气势。如：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身轻好似云中燕，豪气冲云天! 

随后加入双响筒、响板、碰钟等打击乐器伴奏。 

3、难点教学——附点四分音符 

学习附点音符的节奏音型口诀：前长后短、前重后轻。让学生模

仿生活中知了的鸣叫声“知了知了”。 

4、感受情绪变化并模唱 

教师范唱，请学生听听这两句的旋律特点有什么不同?前后两句形

成鲜明对比，后一句是前一句的压缩，音乐变得活跃起来。明白“稍

慢、雄健地”与“稍快、矫健地”情绪区别，理解了歌曲中乐句之间

的情绪变化。 

5、歌曲演唱 

接下来全班随伴奏带放声歌唱整首歌曲。 

(三)巩固提高 

请学生们分小组来为中国功夫编创造型，看看哪个小组的设计形

式更符合这首歌曲的内容，并请学生上台表演。 

(四)课堂小结 

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感想。与此同时，学生明白了中华民族音乐文

化是源远流长，承前启后的，从而树立起为祖国文化做贡献的远大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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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对歌曲的学唱，培养学生对中国武术的热爱，懂得中华武

术的博大精深，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 

2．通过歌曲的学唱，懂得中华武术魂，懂得做人也是“外练：强

身健体，内练：一身正气”。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歌唱。 

3．了解旋律的压缩在音乐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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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功夫的了解，让学生对歌曲的演唱更富有激情和感染

力。 

教学难点： 

了解旋律的压缩和节奏的变化使音乐的情绪发生变化。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播放北京申办2008 奥运会的纪录片，定格在成龙表演功夫一幕。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运动项目吗？ 

生：武术。 

师：武术是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闻名于世。它博大精深，流派

众多，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在城市、农村到处都可以

见到它的踪影。同学们看到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了吗？他们有的在打太

极拳，有的在舞剑； 

师；你们知道武术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吗？谁来说说。 

生：修身养性，强身健体。 

师：其实武术不但能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它还代表了中华民族

的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武术魂。 

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描写中华武术的歌曲好吗？ 

生：好！ 

二、歌曲新授 

1、教师播放录音，听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听了这首歌你有什么

样的感受，你最想说的是什么？生：这首歌非常有气势，豪迈的，心

情很激动。 

2、师：同学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受呢？这说明同学们都被这首

歌感染了，老师也有同样的感受，你们想不想听老师唱一唱呢？老师

唱完之后请同学们说说这首歌可以分几个乐段？怎么分的？ 

生：4 个乐段段，根据速度分的。 

师：有哪一段与众不同呢？ 

生：第 3 乐段！ 

师：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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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第 3 乐段是说的，不是唱的！ 

师：哦，第 3 乐段不是“唱”歌而是“说”歌，这就是一种新的

演唱形式──说唱，我们一起来把第3 乐段读一遍好吗？ 

生：好！ 

教师与学生一起按节奏朗读第三段歌词，中间不停顿。 

师：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啊，老师觉得少了一点气势，我们先来看

看这段歌词都说了些什么好吗？ 

师：大家看其中提到棍、刀、剑，这都说的什么啊？ 

生：武术中的器械。 

师：歌词中提到的“内练一口气”“豪气冲云天”呢？ 

生：练武之人的豪气、正气。 

师：好，我们就再来朗读一次，要读出其中的气势哦！ 

教师带领学生再次朗读歌词。（加入鼓声） 

3、学生跟琴用啦模唱。 

4、学生跟琴唱歌词。 

三、歌曲处理 

师：老师看到在歌曲中有两处歌词是一样的，同学们发现了吗？ 

生：是第 1 乐段和第 2 乐段。 

师：有什么不同呢？ 

生：速度不同，节奏也不一样。 

师：出示两句歌谱，介绍歌曲节奏的变化与旋律的压缩使音乐的

情绪发生变化。 

师：对，第 1 乐段速度较慢，它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呢？应该怎

么演唱呢？ 

生：应该唱得舒展，连贯，雄健的。 

师：第一乐段要唱的连贯，舒展，你们觉得象武术中的哪一种呢？ 

生：太极 

师：我们加入动作好吗？师生共同表演。 

师：第 2 乐段速度较快，应该怎么演唱呢？ 

生：表现英雄舞刀弄枪的飒爽英姿。应该唱得有力量，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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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八卦连环掌，师生加动作表演。 

师：第四乐段速度更慢，更加饱满，唱得时候要更有气势，更加

坚定。 

四、完整的演唱歌曲 

1、集体演唱歌曲，在演唱时注意个乐段之间的区别。 

2、指名学生唱歌曲，学生评价。 

五、拓展 

师：老师听到大家唱得热血沸腾了，我想大家也想来表演一下吧？ 

生：是的。 

3、师：分组设计，哪个小组设计好了动作到前面来给大家表演一

下？师生评价。 

六、全班集体唱歌曲，边唱边表演。 

七、小结 

通过学习这首歌，我们都学到了什么？（武术的名称：太极八卦

莲花掌，南拳北腿。唱这首歌时要铿锵有力，把不同的乐句唱出不同

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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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尝试看图谱学功夫招式。 

2.体验与同伴共同探索，表演的乐趣。 

3.感受中国武术的魅力与精神。 

活动准备： 

3 组功夫图谱、音乐、绸带 

活动过程： 

一、教师腰间系红色腰带出场引起幼儿兴趣。 

1.教师一登场就转个圈，看我这身打扮像干什么的？ 

T:缪老师最近迷上了中国武术，你们有人喜欢武术吗？想不想看T:

我练几招？我这不算什么，我师傅才厉害呢？一起来看看。 

二、看录像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我师傅打得怎么样？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动作？ 

三、看图谱学功夫。 

T:除了李连杰，你们知道中国还有哪些武术明星？ 

那么多武术明星他们的武术功夫是从哪里来的呢？ 

除了跟师傅练还可以怎么练？(自己看秘笈练功) 

出示秘笈：看有什么秘笈？ 

T:今天就要请你和朋友一起来看秘笈练功。待会儿我们还要举行

武林大会，比一比，看哪一组可以拿到冠军。我们分为三组：每组不

能超过6 个人。你们喜欢什么秘笈就站到它面前去。 

T:我给你们配一首很有力的音乐，你们可以听着音乐来练动作。 

T:一共有几个动作？我的这段音乐也有四句，一起听听。一会儿

比赛时一句歌词做一个动作。 

T:现在都到前面来，华山派的站在一起……现在是彩排，大家一起

练，各看各的 ，̀忘了可以偷偷瞄一下。（要不要再练一遍，动作不要

着急） 

四、幼儿表演 

T:武林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武术弟子们把自己打扮的精神一

点。” 

1.分组表演。 

T:不要碰到别人，可以自己编队形。 

2.幼儿评选。 

T:你觉得哪一组好一些，好在哪里？ 

今天的武林大会的冠军是---可以得到一本秘诀，待会来拿，回家

慢慢练。 

五、组织幼儿讨论为什么要练功夫。 

1.幼儿回答 

2.教师总结：练功夫可以自我保护，可以见义勇为，可以强身健

体。 

六、观看幻灯片 

T:中国功夫除了用拳用掌，还有其他的什么中国功夫？（刀术、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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