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 人教
版小学四年级音乐东海渔歌教案(模板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篇一

为《赶海的小姑娘》创编舞蹈动作

教学准备

录音机、磁带

教学目标

能为《赶海的小姑娘》创编几个舞蹈动作，并让同学们表演。

教学设计

《赶海的小姑娘》舞蹈设计

1.第一段歌词

1-8小节：双手叉腰，右脚踏出一步，左脚向右前方脚后跟着
地，同时右腿屈膝。然后再做反方向。共2个八拍。

9-12小节：往左前方轻轻跑几步，做捡东西的动作。1个八拍。

2.第二段歌词



3.结束句

身体向左前方，右脚尖点地，双手呈喇叭状放在嘴前，1个八
拍。然后向反方向做一个八拍。

教学过程

1.先教分解动作

2.然后跟随录音跳舞

3.可选优秀者做表演

4.课后反思

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篇二

欣赏民乐合奏《丰收欢乐而归》

教学目标

1.感受乐曲中不同的速度所表达的不同情绪。

2.描述音乐表现的不同情境。

教学准备

录音机、磁带

教学要求

能为《丰收欢乐而归》的几段音乐填上适当的速度记号。

教材分析



《丰收欢乐而归》

《丰收欢乐而归》是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的第四部分。由
马胜龙、顾冠群作曲，全曲共分四部分，分别是（1）黎明时
的海洋。（2）渔民出海捕鱼。（3）战胜惊涛骇浪。（4）丰
收欢乐而归。乐曲表现了东海渔民的劳动生活。

《丰收欢乐而归》由三个部分组成：

1.乐曲开始：在弦乐震音和扬琴分解和弦的琶音伴奏下，由
笛子吹出悠扬的、节奏自由的散板旋律，表现了人们在战胜
惊涛海浪之后的喜悦心情。

2.中间部分：表现了渔民们战胜风浪之后，自豪的驾驶着渔
船，乘风破浪，满载着丰收而归。

3.结束部分：音乐的速度转为快板，节奏紧凑，再现了乐曲
第二部分欢快的主题，这是根据浙东锣鼓的民间音乐改编的
旋律，是全曲的核心音调，经过不断的变化，渐快、渐强，
最后，鼓乐齐鸣，在最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教学过程

1.第一遍欣赏乐曲《丰收欢乐而归》。感受音乐中出现了几
种不同的情绪？

2.教师介绍乐曲。

3.分段欣赏：分辨三个不同的乐段。

4.为各段音乐填上速度记号，并描述音乐表现的不同情景。

5.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6.课后反思



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篇三

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教学准备

手风琴、磁带、录音机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2.感受大海边的生活情趣

教学重点

通过演唱歌曲体会“赶海”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
绪。

教学难点

1.第三乐句第二小节的休止符要做到声断气不断。

2.乐曲中的附点四分音符的时值要唱够。

3.最后结束句的七拍长音，要训练学生用较长的气息支持来
歌唱。

教材分析

《赶海的小姑娘》

《赶海的小姑娘》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歌曲通过对
一个小姑娘“赶海”的描写，表现了小姑娘欢快的心情和一
颗纯真的童心。



歌曲的音乐形象鲜明，旋律流畅，结构工整。歌曲为单二部
曲式结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二乐段由三个乐句
组成，最后以模仿螺号的长音结束。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1.发声练习

2.听录音，感受音乐的情绪

3.学生学唱歌曲

（1）跟随老师学唱

(2)在演唱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纠正错误的地方

（3）采用不同方式演唱（例如：领唱加合唱、分组唱、独唱
等。）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通过演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体会了“赶海”
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绪。有机会的话，希望同学
们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美丽的大海。

四、课后反思

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篇四

《蝙蝠和雷达》是一篇科学小品文.从教材的内容看,教学的
难点是让学生弄清科学家是怎样从蝙蝠身上得到启示,使得飞



机在夜间安全飞行的;重点是理解科学家做实验的初衷及经过.
为了突出重点分散难点,减缓学生掌握本文科学知识的坡度,
我运用现代化的电教媒体,使多样化的信息作用于学生的多种
感官,创设一个生动具体,新颖活泼的语言环境,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有形可见,有话可说,从而发展和提高了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学设计如下:

一,电教引路,巧设疑问,激发兴趣

这一环节充分利用电教媒体形象直观的特点,创设一定的情境,
把学生的视线聚集于特定的学习对象上,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参
与学习活动.

在开始揭示课题时,教师采用一张幻灯片,灯片上画有蝙蝠和
飞机,并设计如下一个问题:图片上一个是动物,一个是现代的
交通工具,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样既能引起学
生兴趣又能自然过渡到下一个教学环节.

二,切入重点,多元组合,明白关系

针对课文的重点,难点,我采用"切入重点,辐射两头"的方法,
边讲解课文边利用抽动片,复台片演示蝙蝠是怎样利用用超声
波探路的,为此重点设计了两项练习:第一,用自己的话说说科
学家是如何进行三次实验的;第二,说清楚蝙蝠的耳朵和嘴巴
是如何配合探路飞行的.

关于第一项练习,具体操作如下:

2.根据课文内容镇空:(打出文字片)

顺序

条件



经过

结果

证明

3.语言训练:

(l)第一次试验是在什么条件下做的 如何做的 结果怎样 证明
了什么 (用一段连贯的话说一说)

(2)第二次,第三次科学家是怎样做试验的

(3)根据表格说一段完整的话,说清楚科学家是如何进行三次
试验的.

关于第二项练习,具体设计如下:

1.学生自由读第6节,并思考蝙蝠是怎样用嘴和耳朵配合飞行
的.

2.教师演示蝙蝠是如何用嘴和耳朵的配合来探路飞行的.(用
复合,抽动片演示,边演示,边讲解)

3.学生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蝙蝠是如何探路飞行的.出示
文字片:

蝙蝠的嘴里发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遇
到_________就____________蝙蝠的耳朵里,蝙蝠就立刻改变
飞行的方向.

这样恰当地运用电教手段,通过读文,演示,讲解,练习,不仅让
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激发了他们观察生活的兴趣,培养了他
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且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又



使学生受到了科学的教育.

三,激qing练笔,及时巩固,加深理解

知识只有运用,才可能转化为能力.能力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操
作,练习的过程.因此在学生的学习情绪处于高涨时,及时出示
针对课文重点,难点的训练题进行练习,可以收到很好的训练
效果.我拟的训练题目是: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就像是蝙
蝠____________;雷达的荧光屏就像是蝙蝠的____________.
等等.

这种练习设计极具针对性,而且是在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内容的
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能达到加深理解课文内容之目的.

小学美术人教版四年级教案篇五

1.学唱歌曲《小螺号》

2.音乐活动《阿爸回来了》

教学目标

1.能用欢快的声音演唱《小螺号》。

2.积极参与音乐活动《阿爸回来了》的创编和表演。

教学准备

录音机、磁带、手风琴

教学重点

通过表演《阿爸回来了》体会渔民的劳动生活。



教材分析

《小螺号》

《小螺号》由词曲作家付林创作于80年代，歌曲一经演唱就
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音乐形象传唱开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歌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第一乐段是典型的“起承转
合”的歌曲结构。第二乐段同第一乐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节奏舒展，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三乐段是第一乐段的完全再
现。最后乐曲在欢快的情绪中结束。

在演唱方面，要引导学生分辨两个乐段的不同情绪。第一乐
段用欢快、弹跳的声音演唱，特别要注意十六分音符的演唱，
歌词比较密集，要训练学生均匀的呼吸和清晰的吐字。第二
乐段的气息要长，并能够保持，以免在唱长音的时候，音准
容易发生向低偏离的现象。

教学过程

1.教师引导学生了解螺号（海螺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海洋生
物螺的统称，个儿一般比较大，可以做成号角或工艺品。螺
号就是用大的海螺做成的号角，生活在海边的人常用吹螺号
传递信息）。

2.指导学生用欢快的声音演唱歌曲《小螺号》。在演唱过程
中要注意指导学生吐字、咬字要清晰，唱好密集的歌词部分，
正确分辨两个乐段不同的音乐情绪，并能用弹跳的声音和较
长的气息唱好歌曲的两个乐段。

3.指导学生创编《阿爸回来了》。

4.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