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课回家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音乐课回家教案篇一

歌曲《白桦林好地方》，是一首简短流畅的加拿大民歌。歌
词的描绘和曲调的有机结合，即刻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一幅
美丽的自然景色；本节课在四年级二班上的这个班级的学生
活泼开朗，课堂纪律良好，学生表现能力课堂反映都很不错，
整节课课堂的设计能按照既定的目标完成，在课中尽量发挥
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学习热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
音乐综合表现力。教学过程的设计追求音乐课堂教学的动静
结合、张驰有度，使音乐课让孩子们感到亲切、轻松、美丽，
让音乐真正走进孩子的心灵。但是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现将本
节课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反思如下：

1、整堂课的教学中注重音乐情感的体验，课堂教学语言不罗
嗦。

2、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能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验教学
活动，教学策略多。例如导入阶段的拍好复习，后面的情感
处理，声音的由近到远。

3、课堂上学生投入积极性较高，置身于课堂情境中，达到课
堂教学目标。

4、课堂常规规范，学生的音乐知识扎实，唱歌声音柔和。

从总的课堂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教学目标基本落实，但
某些细节掌握不是很精确。在这节课教学中，我通过多种形



式让学生仔细地聆乐曲，感受歌曲的的旋律美参与音乐，在
课堂开始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让学生用“啦”的开声演唱
感受音的高低并用动作来形象模仿音高的位置，以此为铺垫
解决了后来歌曲中高音和低音的演唱问题；后来通过回忆前
面学过哪些外国民歌导入这首加拿大民歌，在后面的聆听通
过聆听歌曲让学生从歌中找出演唱了哪些美丽的景色，引起
学生兴趣让他们去感受、体验歌曲的旋律美、歌词美、意境
美，体验2／2拍子与4／4拍等不同拍子，不同速度，力度所
带来的不同感受，同时又复习了前面的节奏。后面歌曲处理
我用不同力度引导学生感受渐弱变化体会音乐中渐行渐远的
音乐主题形象；最后打击乐器的加入让孩子们体验不同乐器
的特点在乐曲伴奏中的作用，在此环节我口头表述了每种乐
器的节奏又演示了一遍，但是在学生练习时我发现孩子们对
节奏型把握不好，应该把节奏谱出示在黑板上利于学生演奏
和对应每种乐器的位置，让学生更好的演奏配合歌曲的演奏。

在教学设计之初我设计结尾编创歌唱自己家乡的美景，但是
由于前面演唱部分的时间没有把握好没能完成此环节，还是
很遗憾的。

最后在课堂语言上还不够精炼，对学生的评价用语还比较单
一，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通过不断地反思和认真学习的态度，
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音乐课回家教案篇二

(一)知识与技能

配合拍手动作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拍手拍手》

四、教学难点

弱起节奏、重音、八度大跳等歌唱技巧的掌握



五、教学方法

复习法、演示法、讲述讲解法

六、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师生上课问好

(二)复习回顾

跟伴奏演唱歌曲《明天会更好》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上节课学唱的歌曲，让学生在回顾歌曲
的同时进入歌唱情绪)

(三)新课导入

聆听歌曲《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根据歌词用身体拍
打相应的节奏及动作。如：拍手、跺脚、伸腰、挤眼、拍肩
等。

(设计意图：让学生参与歌曲的表演，通过对歌曲速度与节奏
的掌握，引导学生找找与《拍手拍手》的相同之处)

(四)新课学习

2.完整地、充满热情地演唱歌曲。

七、拓展与提高

4.弱起节奏。

当重音记号记在哪个音符的上方时，这个音就要唱



音乐课回家教案篇三

2.你们也读一读吧，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会读的怎
么办?

师：看，第二位朋友(播放课件，出示锦鸡)它生活在大森林
中，以各种植物的种子为食，它有一身漂亮的羽毛，还有一
个好听的名字叫——“锦鸡”，一起拼读。

师：第三位朋友来了(出示图片：鹰)它是谁?生：雄鹰。

师：你知道雄鹰是怎么飞的吗?你能做个动作吗?生：模仿。

师：对，雄鹰飞的可高了，可以飞到云彩上面呢!所以书上
说(出示句子：雄鹰飞翔云彩间)指导朗读。带读“飞翔”。
在天上飞的还有谁?出示“一只大雁”“雁群”图，他们一会
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所以说“天空雁群会写
字。”齐读。

师：这只大雁飞呀飞，来到丛林深处，出示词语“丛
林”“深处”，带读，意思就是茂密的树林。(注意平舌音。
后鼻音)在丛林深处里看到了一只猛虎，带读。师：可爱的大
熊猫也来凑热闹，看，它们在做什么(出示熊猫玩耍图)。

生：它们在吃竹子。它们在一起做游戏。

师：快乐的玩耍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嬉戏”

生：读词语。

师：“嬉戏”什么意思?

生：快乐的玩耍。



师：听，谁在唱歌?(课件放百灵的叫声)生：是百灵的叫声。

生：是“布谷鸟”的叫声……师：到底是谁在唱?(出示：黄
鹂、百灵)，借助拼音读准它们的名字。生：读。

师：它们一直在唱，没有休息，叫做“唱不休”(出示：唱不
休)。谁和谁唱不休?生：黄鹂百灵唱不休。

师：在动物世界里，有在天上飞的，有在水里游的，有在地
上爬的，真新奇呀!出示句子“动物世界真新奇呀!”读
词“世界”。

3.我们了解了它们就是好朋友了，我们再来叫一叫好朋友名
字吧。齐读。这只美丽的小鸟说：小朋友们真棒，认到了那
么多动物的名字。

四、识记生字：

过渡：小鸟说，为了奖励大家那么认真地认字，一起来玩小
鸟飞走的游戏吧。

5.回到课文，字宝宝们又回到了课文中，我们再来读一读课
文吧。

五、指导写字。

重点指导“熊猫”(板书)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个生字。我
们观察生字要做到：一看高矮，二看胖瘦，三看笔画。

1.教师讲解笔画名称和笔顺，扩词。

2.在田字格中范写，讲解每个笔画在其中的位置，仔细观察
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怎样才能把这些生字写美观?老师重
点指导。(师点拨：“熊”字那月字不是撇而是竖，四点底第
一点是向左，后三点是向右;“猫”字注意反犬旁是弯钩，不



是竖钩。)

3.学生描红一个，写一个，教师巡视指导。

4.展示学生作业，点评优缺点，根据点评再写，再改。

六、小结，布置作业。

过渡：小鸟说，同学们不但课文读的好，生字记得牢，字也
写得那么漂亮，真了不起!

今天，我们交了那么多动物朋友，可要保护好他们哟，才能
让我们一起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地球上。

音乐课回家教案篇四

本课是一首欢快甜美的儿童歌曲，歌曲为2/4拍，二段体结构。
第一段由紧凑的节奏和明快跳跃的旋律，形象表达了主人公
在海边等待阿爸归来的急切心情。第二段旋律悠长，尾音拉
长，给人优美舒展的感觉，让人仿佛身在广阔的海面上，让
人心旷神怡。

设计本课时考虑到学生对这首歌曲比较熟悉，在导入时我加
入了三条节奏训练，一是为后面歌曲拓展教学作铺垫，二是
让学生体验二声部。教唱时我通过图片引导吸引学生注意力，
也让学生通过图片快速记忆歌词。拓展教学时，让学生结合
平时所学加入一些元素让音乐更丰富，为歌曲加入了引子、
二声部加花、以及轮唱，达到预期效果，学生展示也很自然。

不足之处在于整节课气氛比较沉闷，许多平时活跃的学生这
次上课不敢举手发言，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多给学生表现
的机会，在调动学生情绪上多花一点时间，让学生实实在在、
快快乐乐参与到课堂中，让他们能在多样开阔的空间中自主、



自由地体验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体验音乐的美妙。

音乐课回家教案篇五

这节课课堂气氛很好，学生积极主动，创造活跃，可以说为
学生营造了一个快乐、和谐的音乐课堂氛围。根据课堂实况，
学生打击节奏和学唱歌曲的准确性比较高，但高音的把握还
不太准确，因此，我引导学生利用竖笛去解决这一难点，乐
器虽然小，但孩子们仍然积极、认真地吹奏乐谱，感受音高，
直到解决才作罢。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课前的十八分钟，自己设计的环节环环
相扣，不但过度自然，而且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学得既开心
又扎实。由于基础练习的时间占了一半，后来唱歌曲的时间
相对比较短，就没有再给学生单独练习高音部分了，就把环
节往下拉了。最后学生在创编歌词中我应当加以示范或者合
理的引导他们进行创编。当时的我认为，只要给孩子们创作
想象的机会，他们就能很好的把握。可是，我错了，孩子毕
竟是孩子，他们需要我的点拨，他们需要我的正确引导，他
们更需要我在他们出错的时候及时指正，这是我上完课后最
大的遗憾，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想，如果在课堂上多问几句“你们学会了吗？”“哪里还
不会唱？”“你们有好办法能把它记住吗？”可能会更好地
了解学生的学唱情况，让他们在熟练演唱地基础上发挥最大
的想象力进行再创造。而教师自身也应该为课的难点设计更
多有效的、针对性的方法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