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模板7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
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案
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一

为了搭建展示学生才艺特长的.平台和阳光精神面貌，营造积
极向上、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让学生亲近艺术，打造文化
北关、艺术北关、和谐北关；为同学们全面发展、得到锻炼
搭建平台，展示自我、展示学校特色教育成果；同时给学校、
家长、社会作20xx年的艺术教育汇报，迎接20xx年新年的到
来，特举办此次音乐会。

二、活动形式：音乐会

三、演出地点：酒泉市体育运动学校体育馆(若有变化另行通
知)

四、人员安排

(一)音乐会筹委会名单：

主任：胡学增(指挥兼总负责)

副主任：赵龙飞

(二)演职人员名单：

(1)舞台总监：秦春华



副总监：田园

催场：郭咪咪

(2)灯光、调音：秦国军

(3)音乐：毛志英

(4)话筒：李铁民、沈青春、张建忠

(5)道具乐器：石红丽、张新琴、周文丽、吴树存

(2)演员管理：(合唱队)苏爱玲、何玲

(器乐队)毛志英、胡丽娜、李红

(三)后勤服务组人员安排：主要负责布置场地，拉运音响和
演出道具、乐器。

组长：赵双英

副组长：赵曙亮

工作人员：

音乐、体育、美术、科学、英语老师及各班班主任。

(四)安保工作组人员安排：主要负责排练和演出当天路途及
演出过程中全体师生的安全。

组长：岳虎

副组长：王立忠

成员：各班班主任



(五)其他事宜安排：

(1)背景设计：胡学增

(2)舞台效果：郭咪咪

(3)摄像照相：谢正贤

(4)节目单、请柬设计及打印：贺云虎、周艳玲、运花

(5)节目串词：胡丽娜

(6)信息报送：郭咪咪

(7)联系交警队：岳虎

(8)演出场地联系：秦春花田园

(9)录像后期制作：胡学增

(10)演出礼仪培训：各班班主任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二

教学重点：用自然流畅的声音、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金铃
铛》

教学难点：随音乐模仿摘果子的动作，进行律动表演，体验
摘果子的快乐

教具学具：钢琴、录音机、挂图

教学过程：

1、学唱歌曲《金铃铛》



(1)欣赏秋天：采用音像、挂图等教学手段，让学生观察秋天
的自然景色：变红的枫叶，漫天飞舞的黄叶，硕果累累的果
树，一望无边的金黄色稻田和麦田，创设一种秋天丰收的情
景，以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说说秋天：从欣赏丰收的果园图人手：果园里，树上挂满
了苹果、梨子，人们在快乐地采摘果实，汽车司机满脸笑容
地驾驶着载满果实的汽车。让学生说说果园里的自然景象，
模仿风吹雪花梨像金铃铛一样哐啷响，模仿司机驾驶装满果
子的汽车的模样。通过说秋天和模仿动作，使学生在生动、
快乐的感受和想像过程中，形象地记住歌词。

(3)听歌曲：可播放录音，也可由老师范唱。让学生边欣赏丰
收图景边听赏歌曲，从听觉、视觉两方面感受歌曲的优美旋
律，激发学生学唱歌曲的兴趣和冲动。

(4)唱歌曲：可让学生先学唱歌词，再学唱曲子。这首歌的旋
律流畅，只要跟着音乐或琴声模唱几遍，学生就能很快地将
歌词唱出来，然后老师再教唱几遍曲子，学生就能唱准曲子
的音高了。

(5)跳秋天：老师应创设自由宽松的环境，以便学生能忘我地
自编动作，边唱歌边表演，尽情表现秋天的快乐。

2、做律动《摘果子》

(1)出示果园挂图：果园里的苹果又红又大，把果树压弯了腰，
小朋友们在愉快地采摘果子，以激发学生模仿或摘果子律动
的欲望。

(2)学生边听音乐，边模仿摘果子的动作。

(3)教师指导学生创编一套动作。《摘果子》有四个乐句，可
每一乐句安排一个摘果子的动作，其动作可以是学生一手挎



篮，一手分别向上、向前、向左、向右四个方面做伸手摘果
子的律动。这一套动作适合全体学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表演。

(4)学生表演摘果子的律动。人数多的班级，学生可以坐在座
位上，边听音乐，边向不同方向做摘果子的律动。人数少的
班级，可以离开座位，在教室的空地上，分成小组进行表演。
教师要注意鼓励学生自己创编动作，对学生能创造性地设计
摘果子、倒果子、装果子等动作，要及时表扬，并让他们当
众表演，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3、听赏(丰收之歌》

(1)初听全曲。是用录音，让学生静心听赏歌曲，感受优美的
旋律，想像秋天美好的丰收景象。

(2)复听全曲。可结合秋天的画面欣赏全曲，也可以随着歌声
轻轻哼唱。

(3)用打击乐为歌曲伴奏。教材上呈现了打击乐器铃鼓、碰铃、
双响筒的图片和相应的节奏型，学生可以边听歌曲边用这些
固定节奏型伴奏，也可以自创节奏型为歌曲伴奏。

(4)自编舞蹈动作欢庆丰收。学生可扮演农村各种人物的模样，
边听歌曲边表演，表现“人人都高兴，到处歌舞欢”的丰收
景象。

(5)画秋天、写秋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随着歌声，选
用合适的颜色画出秋天的景色，或用文字写下对秋天的美好
记忆和想像。

学生能随音乐模仿摘果子的动作，进行律动表演，体验摘果
子的快乐。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并感受日本歌曲《愉快的梦》，通过学习《愉快的
梦》，指导学生用轻柔、连贯、优美的声音表达歌曲的意境，
使学生体验音乐带来的美及情感的愉悦，感受乐曲的情绪变
化，培养学生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并能用有感情的歌声表达
《愉快的梦》所描绘的美丽梦境。

2、通过使用打击乐器、动作创编，让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3、了解6/8拍的含义和强弱规律，感受6/8拍轻盈、摇荡的节
奏特点。

4、认识圆滑线和连音线，将其作用正确运用到歌曲演唱中。

教学重、难点：

1、贯穿始终的情感体验。

2、6/8拍轻盈、摇荡的节奏特点。

3、时值有五拍、六拍长音。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手风琴、打击乐器、竖笛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放歌曲《哈里罗》，学生律动走进教室。师生问好。



二、情景导入

1.聆听音乐片断

师：请你闭上眼睛用心聆听，想象一下你仿佛感受到怎样的
意境?

2.发声练习：《梦》出示课件

师：你做过梦吗?梦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随着发声练习曲一起
走进美丽的梦!

三、学习歌曲《愉快的梦》

1.欣赏歌曲

2.跟录音演唱(出示课件)

师：让我们乘上梦之船，一起到美好的梦境中去遨游!把你听
到的歌曲的情绪表现出来，并哼唱曲子。

师：同学们的表情我看到了，什么样的情绪?

师：这首歌曲是非常优美的，很好听，下边老师给你们唱一
遍，请你们为我打节奏。

3.了解6/8的含义及强弱规律

师：这是一首几拍子的歌曲?

师：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拍号我们只学了八三拍子。今天我
们来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出示课件)

师：八和六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师：它的强弱规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说一说、拍一拍、
读一读

师：跟着音乐小声音唱歌词。注意强弱规律、唱出摇荡的感
觉。(出示歌曲)

4.认识圆滑线和连音线

师：通过刚才的演唱你有什么发现?(出示课件)

师：(讲解圆滑线和连音线)

师：跟老师的琴唱一遍。

5.解决演唱中的难点

师：同学们注意音符的时值要唱准确，尤其是每行最后一小
节音符的时值，我们跟着老师的琴试试。

师：你觉得这首歌你哪句唱不好，提出来，我们共同来解决。

四、歌曲处理与拓展

1.演唱歌曲，找出歌曲的高潮部分

师：你觉得在这个梦里哪里是他最愉快的地方?演唱时，请你
在最愉快的地方用自己的动作表现出来。

师：你是怎样想的?从力度这方面来说说?并唱一下。教师范
唱。

2.有感情演唱歌曲

3.创编活动



师：你还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这首歌曲的喜爱呢?

(学生分组讨论，创作表演，教师巡回指导)

4.分组成果展示

师：我们现在一起把你们的创造成果展示一下。

五、小结

师：刚才同学们运用了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了这首歌曲，
表演的非常棒。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
梦想，大家从现在开始努力，为了能让你美梦成真，加油
吧!!让我们一起带着美丽的梦走向你们的美好的未来吧!!(随
音乐走出教室。)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四

教学内容：

1、学习歌曲《月亮田》

2、听赏歌曲《金孔雀与凤尾竹》

3、学唱歌曲《太阳》

4、学唱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

教学目标：

1、山沟沟带给人太多的遐想，清凉的山风，清澈的小溪和青
绿的高山……本单元通过学唱歌曲和听赏音乐，让学生通过
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山沟沟的秀美，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大自然
和生活的热爱。



2、学会用自豪、骄傲和优美的感情演唱歌曲

教学课时：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学习歌曲《月亮田》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新课导入：

1、师创设歌曲情境——描述广西龙胜梯田的优美景色，并引出
“月亮田”

2、师放音乐《月亮田》，让学生初步体验音乐意境

3、提问：听到音乐你会想到什么，你的眼前浮现了一个什么
样的画面

5、跟读歌词

6、师简要介绍歌曲中的：“龙脊梯田”

7、师范唱，生仔细听

8、学唱歌谱：掌握歌曲中的半音：55#45|的音高位置，

9、生跟音乐默唱——轻声唱

10、师再次描述“月亮田”的优美景色，指导学生用自然、
甜美的各声演唱歌曲

11、生跟琴完整唱



12、跟师做简单的壮族舞蹈动作

13、跟音乐带动作表演

14、跟音乐表演唱

15、师小结——下课

第二课时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复习歌曲《月亮田》

三、新课导入：

1、猜谜语：有一种小动物他照的照片总是黑白的?(大熊猫)
它可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今天我们就要到大熊猫的老家四川去
看一看，听一听那的民歌《太阳》。

四、师范唱

生听老师范唱，说说太阳能带给我们什么?

五、感受歌曲

1、跟音乐拍手

2、按四四拍的节奏拍手

六、读歌词

1、师带读

2、教生字



3、生读

七、学唱

1、默唱

2、轻声唱

3、师指导

4、生有感情的唱

5、分组唱

6、变换速度唱

7、歌曲表演展示，师生共同参与评价

八、小结——下课

第三课时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新课导入：

1、请小朋友说说自己知道的民族，以及表演一个民族舞蹈，
请其他小朋友猜他表演的是哪个民族的舞蹈。

三、学唱歌曲

1、放录音感受旋律，提问：你能听的出这个小朋友的家在哪
里吗?

2、简介“日喀则”——在藏语中是“美丽的家园“



3、引导学生读好“就在日喀则啊”——用自豪喜悦、骄傲自
豪的心情读

4、歌词接龙游戏

5、示范读“啊嗦啊嗦马里拉”(带动作读)

6、完整的读歌词

7、揭题《我的家在日喀则》

8、师范唱，想想，你听了这首歌曲以后心情怎样?

9、轻声唱，——(跟录音)，师指导唱好

10、跟琴声自己唱——师指导演唱音色

11、全体完整的演唱歌曲

12、歌曲表演——带上之前学的舞蹈动作

四、创编歌词

1、师示范唱

2、请学生说说自己的家乡

3、跟身边小朋友唱

4、创编表演、展示

五、小结

第四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观看傣族“泼水节”的录象，引导学生观察傣族的服装、
竹楼、热带雨林中的凤尾竹

三、初听音乐《金孔雀与凤尾竹》

1、想一想，乐曲是人演唱的还是用乐器演奏的?

2、你知道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吗?你觉得这个声音有什么特
点?

四、介绍乐器——葫芦丝

五、复听乐曲《金孔雀与凤尾竹》

1、让学生随着音乐模仿演奏葫芦丝

2、你听了音乐，你想到了什么?

六、再次聆听《金孔雀与凤尾竹》

1、让学生在听到欢快的音乐时创编一个表示高兴的动作。

2、随着音乐摆动。

七、创编活动

1、让学生分角色表演

2、展示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学唱电影《刘三姐》插曲《唱山歌》，感受壮族民歌
风格特点。

2、简单了解电影《刘三姐》的故事梗概。

3、了解壮族的风俗歌会“歌圩”。

4、教育学生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

教学重、难点：

1、用优美、委婉的歌声演唱歌曲《唱山歌》，感受壮族民歌
风格特点。

2、歌中一字多音唱词的准确、优美、委婉。

教具准备：光盘、歌片、录音机、卡片(节奏火车、歌圩)、
视唱卡片。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教师放《小螺号》音乐，师生律动表演进教
室，相互问好。

二、创设情境，了解故事，激发情趣

生：对。

生：刘三姐。

2、师：很好，刘三姐被称为广西壮族传说中的歌仙，美丽、



聪明、活泼、可爱，她用歌声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心声，
所以人们十分喜爱她，也爱唱她的歌。那么她到底有多聪明，
老师给你们放一段《刘三姐》的电影片断你们就知道了。

3、(大屏幕)放刘三姐带领姐妹与男青年对歌的场面。

师：请同学们注意片中主要采用的演唱形式?

什么水面翻筋斗? 鸭子水面翻筋斗，

什么水面起高楼? 大船水面起高楼，

什么水面撑阳伞? 荷叶水面撑阳伞，

什么水面共白头? 鸳鸯水面共白头。

什么结果抱娘颈? 木瓜结果抱娘颈，

什么结果一条心? 香蕉结果一条心，

什么结果包梳子? 柚子结果包梳子，

什么结果披鱼鳞? 菠萝结果披鱼鳞。

什么有嘴不讲话? 菩萨有嘴不讲话，

什么无嘴闹喳喳? 铜锣无嘴闹喳喳，

什么有脚不走路? 财主有脚不走路，

什么无脚走天下? 铜钱无脚走天下。

师：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三姐……。

生：聪明，有智慧。



师：是的，所有的问题刘三姐都是毫不犹豫、对答如流。那
么，片中采用什么演唱形式?

生：对唱。

师：很好，什么是对唱?

生：对唱就是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师表扬)

4、师：广西壮族被称为歌海，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随口就唱，
唱的都是生活中身边的事情，他们用山歌作为感情交流的工
具，爱歌就象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但是，当时有个恶霸地主不让老百姓唱歌，刘三姐就提出了
对歌比赛，带领众乡亲用歌声同财主进行了斗争。老师也给
你们准备了一个片断，大家一起观赏。

5、(大屏幕)放刘三姐带领众乡亲用歌声同财主进行斗争的片
断。

什么生来头戴冠? 中了状元头戴冠，

大红锦袍身上穿。 大红锦袍身上穿。

什么生来肚皮大? 莫公享福肚皮大，

手脚不分背朝天。 见了皇上背朝天。

丫鬟：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呀!

6、师：同学们都笑了，这段对歌的情绪怎样?

生：风趣、幽默的，机智地骂了财主。

生：滑稽的。



师：很好，这是财主花了重金请来三位秀才与三姐对歌的场
面，他们是秀才吗?

生：不是，是蠢才。

师：这要从故事的开头说起：

生：不能。

师：是的，莫怀仁不甘心失败，又令爪牙把三姐抢到家里进
行威逼利诱，三姐毫不屈服。老渔夫之子阿牛夜闯莫府，救
出三姐。阿牛和三姐在生活中萌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们用山
歌表达了内心的情感，迁居到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师：故事讲完了，老师要问你们，刘三姐是哪个民族的?

生：广西壮族的。

师：很好。

三、学唱歌曲：

1、导入：

师：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首动听的歌曲，你们想不想唱一
唱?

生：想。

2、听录音范唱：(出示歌片，放录音范唱)

师：我们一起听录音范唱，注意歌曲的速度和情绪?

生：(听录音)。



师：谁来说说歌曲的速度和情绪?

生：中速、优美地、婉转地。

生：委婉动听地。

生：甜美柔和地。

师：你们说的都非常正确，这首歌曲由我国作曲家雷振邦，
根据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刘三姐》影片一上映，
这首歌象插上了翅膀，立即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人们喜欢
刘三姐，更喜欢她唱的这首歌。

3、再听，轻声随唱：

生：(听后回答)以前一首歌中只有一个拍号，而这首歌中有
两种拍号。师：你观察得非常仔细，(结合歌曲讲解)在这首
歌曲中，四二拍与四三拍交替出现，叫作“变换拍子” 。

生：(齐说)变换拍子。

师：感觉哪儿挺难唱的、非常有特点的?

生：老师，这首歌中的“哎”特别长。

师：很好，这首歌的特点就是一字多音，旋律起伏，这也是
难点之处。

4、难点解决：(1、2、3、4、依次出示)

师：下面老师带领同学们乘上节奏火车进入“节奏城”，把
这些难点一一解决了。

1) 师：这首歌中只有一小节3/4拍，按2/4的划拍方法，注意
突出强拍。



生：(略)

师：唱时注意附点的韵味。

生：(视唱)

生：旋律一样，节奏变化。

师：很好，大家划拍唱一唱。

生：(略，并把歌曲的第一乐句完整唱一遍)

师：这一旋律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这首歌曲算是一首主题歌。

3) 师：歌中还有一处易混淆，(出示卡片)老师也把它提炼出
来了。 生：(划拍视唱)。

师：结束处的“弯又多” 前面加上“罗” 在歌曲中是弱起，
我们来视唱一下。

生：(略)

5、随录音完整演唱歌曲：(放录音)

师：现在我们随录音来演唱这首歌曲，注意气息的控制。

生：随录音演唱歌曲。

6、视唱曲谱：

1)划拍视唱。注意变换拍子略突出强拍。

2)随教师的伴奏视唱。(一人指谱)

7、唱词，歌曲处理：



1) 教师弹琴，学生演唱。

生：明白了。

8、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师：现在你们把自己当成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再来演唱一遍
歌曲。

生：(随老师优美的钢琴伴奏演唱歌曲)。

9、设计演唱形式：

师：唱得非常好，但老师听了，感觉还不解渴，我们刚才的
演唱形式是……。

生：齐唱。

师：我们能否变换一下演唱方法?小组讨论一下，设计成什么
形式。

生：讨论并演唱：

1) 男女生接力唱，最后一个“罗湾又多”齐唱。

2)领唱与齐唱。

3)创设情境，领唱在江面，齐唱在岸边。

师：(鼓掌)你们的演唱，仿佛把老师带到了山清水秀的广西
桂林——刘三姐的故乡。

四、知识拓展

壮族风俗歌会“歌圩”简介：



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许多民族音乐活动，(出示卡片)
最的是传统的风俗歌会“歌圩”。大家齐读……。

生：(齐读)壮族风俗歌会“歌圩”。

生：想。

师：下面老师请几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边听，边观
看老师给大家搜集的图片——壮乡风情(大屏幕)。

生1：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
等地。壮族地区有“歌海”之称，男女老幼都用唱山歌来表
达情意。“歌圩”是壮族历史悠久的风俗歌会。

3：歌圩，是壮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也是男女青年进行社交
的场所。在壮语中被称作“窝墩”“窝岩”，意为“出野外
玩耍”。由于这种活动互相酬唱，彼此对歌，所以古代人称
之为“墩圩”。

生4：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歌圩早在宋代就已经流行，到了明
代歌圩又有了发展，并定期在固定地点举行。壮族歌圩有大
有小，各地不一。不过，农历三月三最为隆重。搭彩棚、摆
歌台、抛彩球、择佳偶，别有风情。生5：在歌圩上，各村屯
的男女青年，各自三五成群，寻找别村的青年，集体对唱山
歌。通常由男青年主动先唱“游览歌”，观察物色对手;遇有
比较合适的对象，便唱“见面歌”和“邀请歌”;得到女方答
应，就唱“询问歌”;彼此互相了解，便唱“爱慕歌”;分别
时则唱“送别歌”。歌词随编随唱，比喻贴切，亲切感人，
青年男女经过对歌后接触，建立一定感情，相约下次歌圩再
会。

生6：歌圩上，除对歌外，还举行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有精
彩的抛绣球、有趣的碰红蛋、热闹的放花炮，以及演出群众
喜闻乐见的壮戏等。



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同学们可回去搜
集相关资料，下课再交流。

五、课堂小结

师：这节课我们了解了电影《刘三姐》的故事梗概，学唱了
优美的歌曲……

生：《唱山歌》。

师：还简单了解了壮族风俗歌会……

生：“歌圩”。

师：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五十六个民
族，民歌很多。我们今天只是学习了壮族民歌海洋中的几滴
水，希望同学们今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歌，学唱我们的民
歌，让它代代相传下去!最后，我们以优美的歌声演唱《唱山
歌》结束本课。

生：随教师钢琴伴奏有感情地演唱(领唱与齐唱)。五、板书
设计：中速、优美地、婉转地、委婉动听地、甜美柔和地。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六

教学目标：通过本课教学，使同学能够理解歌曲内容，有感
情的演唱，生动地表示出小动物的各种形象，并能发挥同学
的想象力，创编一些简单的歌词和动作。

教学重点：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歌词的创编，歌曲最后一句的休止符

教学用具：钢琴、卡片、课件、动物头饰、打击乐器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放一段音乐律动《数鸭子》)

目的：增进师生感情，缓解同学的紧张情绪，同时调动同学
的学习积极性

二、准备练习

师：小朋友们，看来你们今天的心情不错嘛!让我们一起走进
美妙的音乐乐园，好吗?

生：好…….

师：现在，蓝兔姐姐给你们看一个画面(出示课件)

2/4 1 3 4 ︱5 5 ‖

小 猫 喵 喵

上面写有音符和歌词，大家一起来念念歌词好吗?

生：小猫喵喵

师：唱……，你们也唱唱(生唱后),那你们还知道什么小动物，
他们又是怎样叫的?(提问)

生：同学唱，老师可用打击乐为其伴奏

目的：为学歌曲和创编做铺垫。

三、导入新课：

师：你们真是个天才。那么你们喜欢小动物吗?想和小动物做
好朋友吗?要和小动物交朋友就要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喜欢做



些什么?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小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大
家都要维护它们，可不要随意伤害小动物哦!下面我们就来学
一首歌曲(出示课件)——《谁在叫》，看看小动物们都喜欢
做些什么。

四、授新课：

1.听范唱：

师：认真听歌曲，找一找哪种小动物藏在歌曲中?看谁听得最
仔细。

师：你们能模仿几种小动物的叫声吗?谁来试一试。(可个人，
可集体)

3.学唱歌曲前半局部：

(1)听老师范唱

师：你们模仿小动物的叫声真好听，蓝兔姐姐也想唱一唱，
你们要是愿意可以小声的跟我唱一唱。(边唱边用打击乐伴
奏)

师：蓝兔姐姐唱得好听吗?你们也唱唱，我给你们伴奏，好不
好?

生：唱小动物叫声局部。

(2)教唱“啦”局部

师：现在,蓝兔姐姐给你们唱”啦”局部,你们区别一下两句
有什么不一样?(师唱)

生:有一句比较平,有一句象是下坡的感觉.



师:那你们能用动作来平稳与下坡的感觉吗?(提问个人----全
体)

(3)同学选择各种不同的形式扮演歌曲前半局部.(做动作,演
唱,打击乐伴奏)

师：蓝兔姐姐这有一些打击乐器，我想请几为小朋友用这些
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自由选择乐器)，其余的小朋友边做动
作边演唱前半局部。

4. 听唱法学唱歌曲

(1)师:扮演得太精彩了!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歌曲的后半局部,
作一次小侦察兵，去侦察小动物的小秘密，看看他们都喜欢
做些什么?(播放后局部音乐)

师:解释歌词,让同学了解动物之间的生态关系.

(2)师:你喜欢哪一句?我们一起来唱唱 (同学找到一句，跟钢
琴学唱一句。)

重点最后一句半拍休止的唱法，生断气连，象弹球一样。

6.复听歌曲后半局部，生随音乐小声哼唱。

师：下面请小朋友们轻声地再随音乐跟唱一次，边唱边根据
歌词简单地编上动作，看谁唱得好又编得好。(课件播放音乐
后半局部)

7.带领生用多种形式演唱歌曲：师生对唱、分组唱、领唱

生：有…(师生对唱)

师：现在我建议这边的小动物你们来唱领唱局部，剩下的小
朋友唱齐唱局部，并各自给自身的音乐编上动作。



8.模仿小动物的动作，小组上台进行扮演唱。

五、创编简单的歌词：

1.分小组讨论编创新歌词。

师：像蓝兔姐姐，我知道青蛙和喜鹊并且喜欢它，我给你们
编一段好不好?(青蛙呱呱，喜鹊喳喳，啦啦啦啦啦….)好听
吗?请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吧，下面轮到你们了，我先给你们小
组讨论几分钟，等会可要到你们扮演了，开始讨论吧。

2.分小组扮演自身的歌，并对其进行评价(同学教师均可)

3.老师放音乐伴奏，小朋友们边唱边扮演动作。第一段唱原
词，第二段唱小组填创的歌词。

六、小结：美育渗透

同学们，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
维护它、保护它，更不要去伤害它，它们是那样的可爱，希
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谁在叫》这首歌，从现在开始，维护动
物，维护大自然，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用你们的歌声把我
们的地球装扮得更加美丽!(播放《谁在叫》，全体同学边唱
边离开教室)

小学音乐活动计划方案篇七

1、初步认识吉他、提琴、法国号。

2、在演唱《我是小音乐家》中，进行编创活动，体验做小音
乐家的情绪。

3、介绍并演奏自己的乐器。



[教学准备]

1、课前布置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一件小乐器。

2、教师准备一件手工制作的小乐器，课件等等。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师：同学们，今天老师带了几个会唱歌的小朋友来给大家
认识，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声，猜猜他们是谁。(随后，我
播放课件中吉他的音乐，学生很快猜出答案。)

生：这是吉他的声音!(如果学生回答不出，教师可以提示，
在黑板上贴上“吉他图片”)

师：那么你知道吉他是怎样演奏的吗?谁能模仿吉他的演奏姿
势?(学生开始有模有样地摆出吉他的演奏姿势。)

2、师：第二位小朋友是谁?(播放了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小提琴协奏曲片段)

生：这是小提琴!(在黑板上贴上小提琴图片)

学生合着音乐模仿演奏小提琴的姿势。

3、师：现在老师请同学们猜最后一位小朋友是谁?(播放圆号
音乐片段，对于圆号的音色，学生可能会出现一脸的茫然)

师：你们认为这件神秘的乐器是属于吹、拉、弹的哪一种?

(生讨论)

师：这种乐器采取吹奏的演奏方式，它起源于古代的猎



号……(教师可以简单介绍圆号的来历。)

二、寓教于乐

1、第一遍聆听

师：有几个小音乐家会演奏这几样乐器，让我们来听听他们
分别是在哪里演奏这些乐器?

(播放课件，在伦敦、巴黎、柏林三地风光照片背景衬托下，
聆听本课音乐，让学生带着问题倾听音乐。)

2、第二遍聆听

师：谁能把黑板上歌曲中出现的乐器名与地名正确地连接在
一起?

(学生们争先恐后举手回答，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可以可以清唱
歌曲的前半部分，让学生在无伴奏演唱中感受歌曲的节奏以
及加深学生对于歌曲中三段歌词的记忆，有助于表演。)

3、第三遍聆听

师：这些小音乐家们在演奏时候的心情怎么样?演奏的音乐美
妙，在歌曲中找找它们的声音吧!

(演奏时的心情很高兴、愉快地，演奏的声音是勃隆砰砰砰，
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跳哟，唱哟，跳哟，
唱哟，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这里教师解
决后半部分的衬词)

4、第四遍聆听(结合动作模仿)

师：大家羡慕这些会演奏美妙音乐的小音乐家吗?让我门也来
当一会小小音乐家吧!(随音乐带上前面模仿乐器的姿势进行



律动)

5、张口默唱。

6、随琴声轻声跟唱。(如果有错误，及时纠正)

7、完整演唱歌曲。

8、表演唱(加入拍手动作及乐器模仿的动作，或者也可以按
顺序跟老师走出位置围成一个大圈，进行表演)

三、创造表现

(在第四册中已出现让学生自己根据身边的物品制作沙球等打
击乐，这里学生应该会纷纷展示自己的作品，教师须表扬学
生的创新精神。)

师：老师今天也带了一个小乐器，是用一个空酸奶杯和三根
橡皮筋做的，我把橡皮筋系在空的酸奶杯上，两头固定好，
拉动两头的橡皮筋就会发出响声，而且两头的声音都不一样。
“老师想请几个做得比较好、有创意的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
的作品。”

(自制小鼓：在空月饼盒的旁边穿根绳子系上结，可以挂在脖
子上，再用两跟筷子做小鼓捶。用一个空的纸巾盒，几根橡
皮筋，把橡皮筋系在纸巾盒上，拉动橡皮筋就会发出声音。)

2、师：我们看了几个同学的小乐器，你们能不能给自己的乐
器起个名字，然后把你的乐器名与歌曲的乐器名称换一换。
我是一个小小音乐家，住在奉化，我拉起我的小响筒，能奏
起美妙的音乐，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勃隆砰砰砰，勃
隆砰砰砰，跳哟，唱哟，跳哟，唱哟，勃隆砰砰砰，勃隆砰
砰砰，勃隆砰砰砰。”



3、学生小组进行编创。(学生纷纷像小鸟似的叽叽喳喳为自
己的乐器编歌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