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 那达慕之歌四年级音
乐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篇一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认为成功之处有

1、了解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初步熟悉不同风情的民族音调
和民族物质，是音乐学习的重要方面，也是音乐素养的的组
成部分。因此，在导入新课时，我让学生观看“那达慕大
会”，学生初步了解了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那达慕大
会”的热烈、壮观的场面，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歌曲的`欲
望。

2、在学习歌曲曲谱时，我利用了这首歌曲很多地方运用了相
同的旋律，我先让学生反复听，找出了相同的旋律练唱，学
生很快地熟悉了乐谱，歌曲难唱乐句也就迎刃而解了。学生
用较快的速度学会了这首歌。

3、在歌曲的处理上，我除了引导学生在充分理解歌曲的基础
上欢快、活泼的表现歌曲，并要求学生做到咬字吐字准确、
清晰。还让学生为结束句设计多种力度变化进行演唱，感受、
比较其不同的音乐效果。

不足之处是：有个别同学胆量较小，不敢大胆地表现歌曲，
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篇二

各位评委：

一、教材分析：

《那达慕之歌》表现了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热闹、欢腾的场面。
歌曲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同一旋律连续反复是它的主要特点
之一。

二、教学目标：

根椐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结合新课标，本课我
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学唱歌曲，使学生了解蒙古的节日——那
达慕。

2、情感目标：通过学唱歌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
情。

3、能力目标：让学生为结束句设计不同的力度变化，培养学
生在音乐活动中的交流合作能力和创造力。

三、教学重、难点：

1、能够理解和掌握力度的变化，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2、相关文化的渗透以及情感的.启发。

四、教学过程

本课我将教学过程设计为组织教学、导入新课、新歌教学、
歌表演、小结五个环节。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师：今天这节课，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音乐，请大家
轻轻地闭上眼睛，聆听音乐，听到音乐的时候，联想一下，
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样的场景?(播放《那达慕之歌》伴
奏音乐)

生：聆听音乐。

师：睁开眼睛，谁来告诉大家，刚才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
样的场景?

生：热闹、欢快、热烈等等。

(课件展示)

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这节课要学唱的歌曲《那
达慕之歌》(板书)。

师：“那达慕”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知道吗?

生回答。

师：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段录像，请同学们仔细欣赏。(播
放课件)

生：欣赏录像。

师：谁来说一说“那达慕”是什么意思?

生回答。

生：蒙古族。



生：摔跤、射箭、赛马。

设计意图：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课应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
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的心
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
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基于这种理念，在上课伊始，
我有意营造一种非常宽松、活泼的氛围，以《那达慕之歌》
为背景音乐，并结合课件给学生听觉和视觉的刺激，引导学
生参与体验，充分给学生以想像、讨论、探索的空间。引发
学习兴趣后引导到蒙古的节日，带领学生了解蒙古族，既促
进了师生关系，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为新
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篇三

《那达慕之歌》是有关于少数民族节日的一课。在课的一开
始，我在歌曲《那达慕之歌》的导入部分，以《草原上升起
不落的太阳》为背景音乐，加上我的独唱，并结合课件创设
情景，这样导入，既促进了师生关系，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为整堂课的愉快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解决如何把握歌曲《那达慕之歌》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节
奏和情绪时，利用“那达慕”这个盛会中的比赛项目及比赛
情景为切入点，利用学生好奇好动的心理，不断启发，大胆
尝试，让学生通过“骑马”“传哈达”“万人齐声欢呼”的
场面和动作来感觉、编创节奏，去理解、体会情绪，并从中
发现美感与乐趣，这是音乐教学中十分美好的阶段，学生兴
趣盎然，课堂气氛将十分活跃。筷子舞本身就是蒙古族的舞
蹈，让学生既学会了唱歌，同时也学会了筷子舞，让学生在
欢乐优美的舞蹈中体会“那达慕”的热烈和欢腾。

在本首歌曲的结束部分——“设计不同力度演唱歌曲的结束



句，感受力度的变化给歌曲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处，我请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扮演这次体育盛会中的观众和拉拉队，并
鼓励学生除了设计力度方案之外，最好能加上相应的动作来
表演。让他们自由讨论，亲自尝试和感受，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体性以及表演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个
人的情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使学生享受学的愉悦，受到
情感的陶冶。

不足之处：学生在按节奏朗读歌词之后，如采用随师伴奏读
歌词，在填唱歌词，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会使学生掌握
的更扎实。在歌曲处理方面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多多引导
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处理歌
曲的乐趣。另外，还应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调动
学生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率。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篇四

一、教材分析：

《那达慕之歌》表现了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热闹、欢腾的场面，
歌曲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同一旋律连续反复是它的主要特点
之一。

二、教学目标：

根椐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结合新课标，本课我
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学唱歌曲，使学生了解蒙古的节日——那
达慕。

2、情感目标：通过学唱歌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
情。



3、能力目标：让学生为结束句设计不同的力度变化，培养学
生在音乐活动中的交流合作能力和创造力。

三、教学重、难点：

1、能够理解和掌握力度的变化，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2、相关文化的渗透以及情感的启发。

四、教学过程

本课我将教学过程设计为组织教学、导入新课、新歌教学、
歌表演、小结五个环节。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师：今天这节课，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音乐，请大家
轻轻地闭上眼睛，聆听音乐，听到音乐的时候，联想一下，
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样的场景?(播放《那达慕之歌》伴
奏音乐)

生：聆听音乐。

师：睁开眼睛，谁来告诉大家，刚才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
样的场景?

生：热闹、欢快、热烈等等。

师：老师非常佩服同学们的音乐想像力，这段音乐确实表现
了热烈欢腾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什么呢?就是内蒙古大草原
上最盛大的节日群众聚会——那达慕大会。(课件展示)

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这节课要学唱的歌曲《那



达慕之歌》(板书)。

师：“那达慕”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知道吗?

生回答。

师：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段录像，请同学们仔细欣赏。(播
放课件)

生：欣赏录像。

师：谁来说一说“那达慕”是什么意思?

生回答。

生：蒙古族。

生：摔跤、射箭、赛马。

”基于这种理念，在上课伊始，我有意营造一种非常宽松、
活泼的氛围，以《那达慕之歌》为背景音乐，并结合课件给
学生听觉和视觉的刺激，引导学生参与体验，充分给学生以
想像、讨论、探索的空间。引发学习兴趣后引导到蒙古的节
日，带领学生了解蒙古族，既促进了师生关系，又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为新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新歌教学

这一环节我主要通过设计不同的力度变化，让学生来表现歌
曲的情感。我主要分三部分来完成：一是范唱歌曲，二是学
唱歌曲，三是歌曲处理。

1、范唱歌曲

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一定的情境，给学生直观的画面，视



听结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通过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
兴趣与求知欲望，加深学生对歌曲的理解。

师:“那达慕”可以说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里男人的节日，充
分体现了蒙古草原的阳刚之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那
达慕之歌》，听听歌中传递给我们哪些有关“那达慕”的信
息?体会一下歌曲的情绪、力度和速度是怎样的?(播放课件)。

生2：歌曲的情绪是欢快的，速度稍快，力度稍强。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歌中唱到了“马头琴”，“马头琴”
大家知道吗?

生回答。

生：好来宝。

师：“好来宝”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知道吗?

师：老师来告诉你们，“好来宝”是蒙古族的一种联词，就
是由民间艺人即兴编词演唱，大多是各种赞美或讽刺的诗词，
这个就叫“好来宝”。就是看到什么，就给它编上词，然后
用来演唱，是非常有才华的一种表现。

(设计意图：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范唱，充分表述自己的审美体
验，帮助学生进一步完整地感受和理解歌曲，促进学生的思
维活动，提高音乐鉴赏力。通过对学生介绍“马头琴”
和“好来宝”，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喜爱中国的民族文化，
大大拓宽了学生的音乐视野。)

2、学唱歌曲

(1)学唱歌谱

生：第一句和结束句相似。



师：我们一起唱一唱，这两句是不是一样的。

生：学生一起演唱这两句。结论：一样

生：第一个段落是从开头到“飞也似的奔跑”;第二个段落是到
“赛马场上到真热闹”;结束句是第三个段落。

师：我们分段学习这首歌曲。

师：谱子当中的第二句1.3(板书)附点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
组合在一起，十六音符的3音要轻轻带过，不要唱得太强，教
师范唱。

打猪草音乐课教案篇五

《雏鹰之歌》时，由于歌曲节奏较复杂：有十六分符、切分
音，以及三十二分音符，所以我重要通过聆听范唱，范唱曲
调从听觉中增强学生的模仿记忆，有了根本旋律的轮廓后，
让学生看谱唱曲。

本节课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为导，虽然要消费些时间，但是
能为学生终身受益打下基础，还是值得的。

《那达慕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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