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 小音乐家扬科
的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篇一

他只有8岁，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只是为了近距离看主人
的那把小提琴，却不幸遭到主人的毒打，含恨死去了。他就
是显克微支笔下的小音乐家――“扬科”。

一个酷爱音乐，而且具有卓越的音乐天赋的少年扬科，却因
家境十分贫苦，8岁就当了牧童。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能感受
到自然界中的一切声音所饱含的美。田野里的小虫，果园里
的小鸟，河边的青蛙……它们的声音都让扬科陶醉。如果能
有一把小提琴，哪怕只让他摸一下，他就满足了，这是一个
多么微小的心愿呀！他知道主人家有一把小提琴，但绝不会
让他这样一个穷孩子去看一看、摸一摸的。夜晚扬科喜欢音
乐的情感战胜了心灵的恐惧，他走进了食具间，结果因不小
心碰动了琴弦，被活活打死了。临死之前，他还在听着燕子
的歌声，小溪边的笛声……陪着他的只有那把树皮做的小提
琴。

文中的白桦树在号叫，我的内心也在号叫。为什么他们的心
像冰山那么冷，像石头那般坚硬？为什么他们要仗着自己有
钱，有势力，就把穷人当狗一样看待？对，是它，是那个在
剥削制度下、吃人的社会，是那黑暗的时代害了他！

而我却生在福中不知福。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周围的小伙
伴们不是学画画就是学弹琴，或是书法、舞蹈……我也不例



外。在我七岁时，爸爸妈妈就买了一架钢琴送给我，我便开
始了我的学琴生涯。可我却不珍惜，一说起弹琴就犯愁，不
断跑去喝水、上洗手间，尽量缩短练琴的时间，常常惹得妈
妈大发雷霆。我把弹琴看作是一种负担，想想真惭愧啊！

扬科，我会为你再次拉起生命的旋律，让你听听我们幸福少
年的心声！

《小音乐家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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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篇二

《我是小小音乐家》是一首曲调欢快活泼、歌词简练、富有
童趣的美国儿童歌曲。歌曲生动的表达了孩子们一个美好的
愿望和共同的心声“我是小音乐家”。虽说此歌短小精悍，
但是也有一定难度，表现为速度较快，节奏有点难度，弱起
和后十六分音符频出现，因此唱时容易出现吐词不清楚的现
象。

课后反思本节课的亮点与不足：



1．注重创设情境

首先创设情境，使学生在宽松、美好的情境中听辨乐器音色，
模仿演奏动作，模唱乐器音色，为后面的歌唱教学做了很好
的铺垫。

2．注重自我探究能力的培养

我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因此不管是歌
词的设计，还是节奏的创编，到进一步打开思路，自编歌词，
都是学生自然生成的自我尝试和探究欲望，最终达到在实践
中即巩固了本课的节奏内容，拓展了学习。

3．注重创造力的培养

在创编活动中，我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各组组长汇报成果。
我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让学生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在
学法的指导时紧紧围绕目标，主要通过“听”、“动”等要
素，让学生去体验音乐的情绪。因此整堂课中，体现了学生
的主体意识，又使他们学得开心、学得主动。

4．不足与改进

1）讲解难点节奏时，应让学生多感受练习节奏，而不是一味
的老师讲。

2）由于时间关系，学生创编歌词展示时显得有点仓促，应该
让更多地学生展示创编成果。

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篇三

《我是小音乐家》是一首曲调欢快活泼、歌词简练、富有童
趣的美国儿童歌曲，歌曲生动的表达了孩子们一个美好的愿
望和共同的心声——“我是小音乐家”。



我在设计本课时以孩子们参加“音乐会”的乐趣为教学的链
来贯穿整堂课。歌曲中有几处节奏、旋律的难点部分，我用
闯关的形式引入，分别设置了“模仿秀”、“灵巧
嘴”、“聪明耳”三关引导学生解决难点，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自信心倍增。把教学的内容有序的整合在这条线上，让
学生在和谐、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感受和表现音乐。
同时，体会创编带来的乐趣，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和想
象力，在回顾课堂教学的点点滴滴中，分析这节课后，我得
出了以下启示：

处理难点等，他们都喜欢参与到表演中来，这样既激发学习
的兴趣，又扩大了对歌曲的理解。

《音乐新课标》强调：“生动活泼的音乐欣赏、表现和创造
活动，能够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在主动参与中
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歌表演这种形式就为学生个
性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此，在本课教学中当学生学
会了歌曲，我请学生用动作表现自己喜欢的乐器进行模仿演
奏。有的学生选择表现演奏圆号，有的学生表现演奏小提琴，
有的表现演奏吉他等等。在表演中，他们赋予创造性的自我
表达，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的舞台中，从而发展孩子的个性、
自主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新教材中，几乎每课都增加了编创活动，本课中我设计了
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乐器改编歌词来表演唱这首歌曲。以往
到创编环节，往往会因为学生缺乏创编的素材而使创编流于
形式，所以在本课的一开始，我让班级小乐手展示的目的除
了创设情境外，还是为完成为歌曲创编歌词教学任务提供素
材，打下基础。这样的设计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又达
到了学生能独立创编歌词的教学目标。

本节课总体来说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学生能用轻快、富有
感情地演唱歌曲并进行简单地表演，认识了小提琴、吉他、
圆号，解决了八分休止符这一难点。但完成教学目标还不够，



例如：学唱歌曲时，第一次聆听应该在聆听歌曲以前让孩子
们带有目的的听，所以在这里应该先提要求，说清楚是要听
听这些音乐家是住在哪里，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在这个环节
因为没有事先说清楚聆听要求，导致学生聆听时没有目的，
教师不能在中途进行引导，让学生养成聆听的好习惯。再如：
乐器声音的教唱部分，虽然已经按照传统的方法，先节奏再
歌词最后旋律加歌词来教唱，但是感觉过于复杂。

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篇四

辽宁省大连市春柳小学时岩

本课选自人民音乐出版社第六册第四课。在本套教材第六册
第四课中，呈现了多首歌曲及欣赏的教学内容，涉及多种风
格、情绪及不同乐器表现的乐曲、歌曲，开阔学生的音乐视
野，从中，我选择了歌曲《我是小音乐家》及乐曲《那不勒
斯舞曲》在本节课内进行教学。

本节课是三年级下学期将要学习的内容，在音乐知识技能上，
学生有了一定的积累，能够初步表现节奏、强弱、速度、音
高等音乐要素，所以在本课中我设计了以学习歌曲为基础、
以感受旋律线条贯穿全课，以此逐步提高学生音乐感受力和
表现力。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歌曲的难易程度，学唱并表
现好歌曲约占课堂三十分钟，在此基础上欣赏并表现本单元
的乐曲《那不勒斯舞曲》，从中感受旋律、情绪、速度等音
乐要素的变化，拓展音乐视野。

1、指导学生用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我是小音乐家》，在准
确演唱歌曲的基础上对歌曲的情绪、力度及声音进行处理，
并能用歌表演的形式进行表现，逐步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

2、欣赏《那不勒斯舞曲》，

1、学唱歌曲，并表现出歌曲的情绪。



2、感受乐曲的情绪、速度的变化。

ppt课件。

一、创设情境

1、师：请同学们听,老师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像我们生活中
的什么情景?

教师在钢琴上分别弹奏下刮音和上刮音。（下刮奏表现快速
下楼、滑梯…..上刮奏表现上台阶、爬杆……）。

教师引导学生跟着师的弹奏将自己的理解表演出来。

2、师：音乐中上行和下行的旋律能使我们自然的与生活中的
情景联系起来，那么在下面的一段音乐中，听一听，旋律能
不能带着我们翻越山峰、再上台阶。

播放音乐片断，指导学生用肢体表现出旋律的起伏变化。

（教学意图：初步感受音乐中旋律起伏的特点，为歌曲的学
习作铺垫）

二、学唱歌曲

1、导言：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也像山
坡一样有着明显起伏的特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我是小音乐家》并思考歌曲的情绪是什么。

第一遍听歌曲。(情绪快乐、活泼)

2、第二遍听歌曲。师：“让我们仔细听，歌曲中唱到小音乐
家演奏了哪三件乐器”。（吉它、提琴和圆号）

3、播放三种乐器的图片及由三种乐器演奏的旋律：



054|33343|22254|3322|1.|

学生跟随播放的旋律模仿乐器演奏。

(教学意图：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并解决歌曲教学的难点)

4、第三遍听歌曲。师：“让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小音乐家
在哪些城市演奏这些乐器”。（伦敦、柏林、巴黎）
师：“你知道这些城市分别是哪些国家的首都吗？”生思考
回答。

5、第四遍听歌曲。师：“老师将歌曲的旋律及情绪变化用线
条表现出来，请你也拿出小手，跟随我一起画出来”。

在听歌曲第二第三段时用不同的动作来表现歌曲的'旋律线。

（教学意图：首先使学生对歌曲的乐句划分有初步的认识，
同时更明显的感受旋律连贯及跳跃的不同特点，帮助学生更
好的表现歌曲。）

6、第五遍听歌曲。要求创造不同的声音为歌曲中“砰砰砰”
进行伴奏。要求：在“砰砰砰”之前的八分休止符及衬
词“勃隆”在心里默唱。

（教学意图：使学生更好的掌握重音位置，为准确演唱出八
分休止符及十分音符节奏的衬词“勃隆”打下基础。）

7、师生接唱歌曲，前半句教师演唱后半句旋律学生接唱。

8、视唱曲谱，教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9、教师钢琴伴奏，学生演唱歌曲第一段。

指导学生在演唱时出现的错误。



重点指导（1）0特隆|砰砰砰特隆|砰砰砰

听教师发出的两种声响，一种是沉重的，一种是轻快的，问：
哪一种效果更能表现歌曲中的“砰砰砰”。教师指导演唱。

（2）跳呦|唱呦|

教师扔掷粉笔，让学生感受圆滑的声音特点，并用伸懒腰的
方法指导学生掌握跳呦|唱呦|的节奏特点。

（教学意图：寻找生活与音乐的关联，帮助学生更轻松、愉
悦的掌握新知。）

10、完整演唱歌曲第一段。对歌曲第一句旋律进行力度的处
理，随旋律的起伏变化进行渐强、减弱的力度表现，表现出
小音乐家自豪的情感。

弹奏吉它拨弦的方法指导演唱出第二句旋律欢快及舒展的旋
律特点。

11、按要求随教师伴奏演唱歌曲第一段。

12、再完整听歌曲，并小声跟唱三段歌词。

13、师：这三段歌词除了每一段演唱的城市及演奏的乐器不
一样，还有什么地方有区别？（“砰砰砰”之前的衬词不一
样）

指导勃隆、地隆、嘟隆的发音。

14、完整随录音伴奏进行演唱。

15、指导学生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解进行歌表演的创作。

三、欣赏《那不勒斯舞曲》



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为一部
舞剧所创作的一首乐曲。

2、初听乐曲。师：请同学们带着两个问题欣赏乐曲，乐曲有
哪些情绪变化？乐曲中最优美的一段旋律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小号）

情绪：优美、活泼、热烈进行变化。

3、复听乐曲。师：我将把自己对这首乐曲情绪及旋律的理解
用线条画出来，你也可以跟随老师一同来完成。

（教学意图：使学生直观的感受乐曲的速度、情绪及旋律特
点的变化。）

4、再听乐曲。师：请你根据老师所画的图谱，把你对乐曲的
理解用动作表现出来。学生进行表演。

四、表演歌曲

师：让我们来做一回小音乐家，把《我是小音乐家》这首歌
曲进行完整的表演。

（教学意图：学生在欣赏了乐曲之后，对速度、情绪、力度
等音乐要素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表现歌曲的能力也会更加
突出。）

随歌曲走出音乐教室。

贝多芬音乐欣赏教案篇五

辽宁省大连市春柳小学 时岩

本课选自人民音乐出版社第六册第四课。在本套教材第六册



第四课中，呈现了多首歌曲及欣赏的教学内容，涉及多种风
格、情绪及不同乐器表现的乐曲、歌曲，开阔学生的音乐视
野，从中，我选择了歌曲《我是小音乐家》及乐曲《那不勒
斯舞曲》在本节课内进行教学。

本节课是三年级下学期将要学习的内容，在音乐知识技能上，
学生有了一定的积累，能够初步表现节奏、强弱、速度、音
高等音乐要素，所以在本课中我设计了以学习歌曲为基础、
以感受旋律线条贯穿全课，以此逐步提高学生音乐感受力和
表现力。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歌曲的难易程度，学唱并表
现好歌曲约占课堂三十分钟，在此基础上欣赏并表现本单元
的乐曲《那不勒斯舞曲》，从中感受旋律、情绪、速度等音
乐要素的变化，拓展音乐视野。

1、指导学生用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我是小音乐家》，在准
确演唱歌曲的基础上对歌曲的情绪、力度及声音进行处理，
并能用歌表演的形式进行表现，逐步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

2、欣赏《那不勒斯舞曲》，

1、学唱歌曲，并表现出歌曲的情绪。

2、感受乐曲的情绪、速度的变化。

ppt课件。

一、 创设情境

1、 师：请同学们听,老师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像我们生活中
的什么情景?

教师在钢琴上分别弹奏下刮音和上刮音。（下刮奏表现快速
下楼、滑梯…..上刮奏表现上台阶、爬杆……）。



教师引导学生跟着师的弹奏将自己的理解表演出来。

2、 师：音乐中上行和下行的旋律能使我们自然的与生活中
的情景联系起来，那么在下面的一段音乐中，听一听，旋律
能不能带着我们翻越山峰、再上台阶。

播放音乐片断，指导学生用肢体表现出旋律的起伏变化。

（教学意图：初步感受音乐中旋律起伏的特点，为歌曲的学
习作铺垫）

二、 学唱歌曲

1、 导言：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也像
山坡一样有着明显起伏的特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我是小音乐家》并思考歌曲的情绪是什么。

第一遍听歌曲。(情绪快乐、活泼)

2、 第二遍听歌曲。师：“让我们仔细听，歌曲中唱到小音
乐家演奏了哪三件乐器”。（吉它、提琴和圆号）

3、 播放三种乐器的图片及由三种乐器演奏的旋律：

054|3 3343|2 2254|3 32 2|1. |

学生跟随播放的旋律模仿乐器演奏。

(教学意图：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并解决歌曲教学的难点)

4、 第三遍听歌曲。师：“让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小音乐
家在哪些城市演奏这些乐器”。（伦敦、柏林、巴黎）
师：“你知道这些城市分别是哪些国家的首都吗？”生思考
回答。



5、 第四遍听歌曲。师：“老师将歌曲的旋律及情绪变化用
线条表现出来，请你也拿出小手，跟随我一起画出来”。

在听歌曲第二第三段时用不同的动作来表现歌曲的旋律线。

（教学意图：首先使学生对歌曲的乐句划分有初步的认识，
同时更明显的感受旋律连贯及跳跃的不同特点，帮助学生更
好的表现歌曲。）

6、 第五遍听歌曲。要求创造不同的声音为歌曲中“砰砰
砰”进行伴奏。要求：在“砰砰砰”之前的八分休止符及衬词
“勃隆”在心里默唱。

（教学意图：使学生更好的掌握重音位置，为准确演唱出八
分休止符及十分音符节奏的衬词“勃隆”打下基础。）

7、 师生接唱歌曲，前半句教师演唱后半句旋律学生接唱。

8、 视唱曲谱，教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9、 教师钢琴伴奏，学生演唱歌曲第一段。

指导学生在演唱时出现的错误。

重点指导（1）0特隆|砰砰砰特隆|砰砰砰

听教师发出的两种声响，一种是沉重的，一种是轻快的，问：
哪一种效果更能表现歌曲中的“砰砰砰”。教师指导演唱。

（2） 跳 呦 |唱 呦|

教师扔掷粉笔，让学生感受圆滑的声音特点，并用伸懒腰的
方法指导学生掌握跳 呦 |唱 呦|的节奏特点。

（教学意图：寻找生活与音乐的关联，帮助学生更轻松、愉



悦的掌握新知。）

10、 完整演唱歌曲第一段。对歌曲第一句旋律进行力度的`
处理，随旋律的起伏变化进行渐强、减弱的力度表现，表现
出小音乐家自豪的情感。

弹奏吉它拨弦的方法指导演唱出第二句旋律欢快及舒展的旋
律特点。

11、 按要求随教师伴奏演唱歌曲第一段。

12、 再完整听歌曲，并小声跟唱三段歌词。

13、 师：这三段歌词除了每一段演唱的城市及演奏的乐器不
一样，还有什么地方有区别？（“砰砰砰”之前的衬词不一
样）

指导勃隆、地隆、嘟隆的发音。

14、 完整随录音伴奏进行演唱。

15、 指导学生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解进行歌表演的创作。

三、 欣赏《那不勒斯舞曲》

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为一部
舞剧所创作的一首乐曲。

2、 初听乐曲。师：请同学们带着两个问题欣赏乐曲，乐曲
有哪些情绪变化？乐曲中最优美的一段旋律是什么乐器演奏
的？（小号）

情绪：优美、活泼、热烈进行变化。

3、 复听乐曲。师：我将把自己对这首乐曲情绪及旋律的理



解用线条画出来，你也可以跟随老师一同来完成。

（教学意图：使学生直观的感受乐曲的速度、情绪及旋律特
点的变化。）

4、 再听乐曲。师：请你根据老师所画的图谱，把你对乐曲
的理解用动作表现出来。学生进行表演。

四、 表演歌曲

师：让我们来做一回小音乐家，把《我是小音乐家》这首歌
曲进行完整的表演。

（教学意图：学生在欣赏了乐曲之后，对速度、情绪、力度
等音乐要素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表现歌曲的能力也会更加
突出。）

随歌曲走出音乐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