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茉莉花聆听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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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聆听教案篇一

星期一下午第一节，迎来了我的第一个公开课，我开课的内
容是人音版六年级上册第四课《芬芳茉莉》第一课时。教学
目标是通过学习演唱《茉莉花》，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
爱及对祖国的热爱。能够通过节奏训练，准确识读四分附点
音符、切分节奏等，学习并掌握歌曲的速度、音色、力度等。
通过学习演唱、创作的初步技能，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
的演唱《茉莉花》，了解歌曲演唱形式，进行简单音乐创作。

导入，我运用旅游话题，了解学生去过的地方，看过的景色，
然后引导同学到江苏水乡，带同学们一起坐船去江苏，在船
上，我准备了多种节奏型，让同学们先掌握今天所学歌曲的
基本节奏。

接着出示江苏美丽的图片，让同学们感受水乡的.诗情画意，
并欣赏江苏《民歌》茉莉花，在欣赏的时候思考歌曲的情绪
及旋律特点。

教唱是整节课的主要环节，先让同学们跟着钢琴用“啊”哼
唱旋律；再按节奏朗读歌词，最后把歌词带进旋律有表情地
演唱。

最后，请同学们当作曲家，丰富并设计《茉莉花》的演唱形
式。

课后，伍裴婉老师、吴若琳老师、苏晓玲老师对我的课堂教



学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课堂上，应多以学生为主体，化被动为主动，将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和音乐活动的参与放在重要的位置。

2、在问问题方面，应该多引导学生思考，可请个别同学起来
回答，最后再总结，方可考查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

3、在教学方面，音乐知识可抽查学生，了解学生掌握知识要
点的程度，起到进一步巩固的作用。

茉莉花聆听教案篇二

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中的瑰宝，但在热衷于“流行音
乐”的中学生面前，或多好少地遭遇一些冷落，我就如何充
分利用音乐课堂传播中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激励他们不断
探索、发展和传承民族音乐。我选择了江苏民歌《茉莉花》
这一短小经典的题材，并围绕这一题材深入挖掘、延伸、探
讨这一题材的丰富文化内涵，收获有如下几点：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紧扣音乐文化这一主线进行设计。

熟悉优美的旋律，辉煌壮丽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让学生能充分
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江苏民歌的演唱体验以及两首
茉莉花的对比赏析，都体现着音乐文化氛围，凸显了新课程
强调的：注重学生审美体验，关注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
念。

二、充分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

该节课借用多媒体展示的精美风光照片和演出剧照，恢弘的
演出场景让学生大饱眼福。既开阔了音乐视野，也满足了视
觉和听觉，课堂容量有广度也有一定的深度。



三、对学生的关注不够，缺乏有效的唤起手段，没有充分唤
起学生学习的激情。

四、关于“提问”，以后的教学中对于设问的问题要慎选，
一定要有设问的目的和价值。

五、让学生自由展示，自我拓展知识的时间太少。

另外，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情景问题设置上，以
精确而生动的语言来牵引、唤起学生的活动思维，提高课堂
质量，同时多鼓励学生，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学生，给学生提
供自我展示的平台，让音乐课“活”起来。

茉莉花聆听教案篇三

《茉莉花》是四年级音乐教材上的内容，主要是让学生了解
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懂得弘扬民族音乐，增强民族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感”。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学生年龄的增长，
他们对所学内容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如果我们一味地照本宣
科，很难令学生感兴趣，课堂就显得空洞，失去了它的光泽。
于是我根据他们的特点重新思考了《茉莉花》这个题材，决
定充分挖掘教材的潜力，设计一堂充满美感、给学生美的享
受的音乐活动课。

我上的这堂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学生走进教室一直到走出教室，可以说学生每时每刻都是
在美妙的《茉莉花》音乐声中愉快度过的。为了能做到这一
点，一方面我收集了大量的相关音乐素材，因为如果只是让
学生反复聆听同一首乐曲，哪怕该乐曲再优美，学生的兴趣
也很难保持长久;另一方面，我在启发学生欣赏乐曲的过程中，
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音乐本身，而不是为了音乐之外的其
它东西，介绍音乐之外的有关背景知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鉴赏音乐。



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充实教学内涵。为此，我搜集了很多茉
莉花的音乐，包括不同地区的民歌《茉莉花》、通俗唱法的
《茉莉花》、交响音乐《茉莉花》、民乐演奏《茉莉花》以
及不同演唱形式的《茉莉花》等等。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
我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了巧妙的优化组合。如今的学生求知
欲旺盛，知识面广，探求能力强，他们期待的是信息量大的
教学，如果我们仅仅把教材上那点点有限的.内容教给学生，
那学生是既不会满足也不会满意的。

在这节课中，我放手让学生对不同地区、不同演唱形式、不
同演奏形式的《茉莉花》进行对比评价，产生不同的情感体
验，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事实表明，对比欣赏不失为
音乐欣赏教学的一种好的教学形式。学生的语言优美，情感
丰富，对作品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对五年级学生来说，
要真正把握乐曲特点，领会乐曲内涵，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
作品加以对比，因为孤立地分析某一个的艺术特色需要一定
的音乐专业修养，对于一般人，特点往往是对比出来的。

茉莉花聆听教案篇四

《茉莉花》是小学音乐教材上一个很短小的欣赏内容，主要
是让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懂得弘扬民族音乐，
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学
生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所学内容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如果我
们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令学生感兴趣，课堂就显得空洞，
失去了它的光泽。于是我根据他们的特点重新思考了《茉莉
花》这个题材，决定充分挖掘教材的潜力，设计一堂充满美
感、给学生美的享受的音乐欣赏课。茉莉花美，茉莉花的音
乐更美！

一、。

音乐是以感受美为核心的一门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不应该把枯燥的音乐基础知识直接给学生灌



输，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音响效果让学生充分体会，这
样记住的知识，才能牢固，才能运用自如。因此，在授新环
节中，让学生充分感受歌曲的音符旋律走向，使他们能自主
的观察发现中国民歌的特点-----中国民族调式五声音阶。这
个环节既通过感受音响的变化，又认真观察，最后得出音乐
基本知识。既培养的学生观察的能力，又提高他们对音高感
知能力。只是最后一个音显得有点低，不利于声音的发挥，
所以我做了小小的改动，把它提高八度，速度放慢，这样的
处理更易于表达爱花、惜花，不忍将它摘下的情感。在反复
吟唱中归纳江苏民歌的特点——优美柔和、细腻委婉。

在处理歌曲环节，师生运用各种演唱方法以及音量的变化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在学歌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音乐
的魅力以及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生动的语言，
启发他们学会选用正确的演唱方法处理歌曲。如“同学们，
歌曲不仅仅可以用连音演唱的方法来进行演唱，同时还能运
用其他的演唱方法来表现茉莉花独特的美，你们下面在来唱
唱歌曲，思考一下，歌曲中哪一句最能体现出茉莉花一朵一
朵开在枝头的景色呢，这一句我们又可以用哪一种的演唱方
法来进行演唱呢？”通过语言启发，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并运用断音的演唱方法表现茉莉花开时小巧可爱美
丽的景色。

从学情上看，学生对《茉莉花》已相当熟悉，为了使《茉莉
花》散发新的活力和魅力，本课我不单单停留在这一首歌的
教学上，而是以“茉莉花”为主题，增加了东北民歌《茉莉
花》以及歌剧《图兰朵》中的《茉莉花》等内容。通过欣赏
这些艺术作品，加深学生对《茉莉花》及民歌特点的认识，
从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

在导入部分，我运用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段视
频，是一个手提红灯笼的小女孩在全世界亿万观众面前，唱
响了〈茉莉花〉，那清新优美的曲调，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
也必定会引起学生的共鸣。重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刹那，引发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这样的情境导入必定会吸引他们兴趣盎
然地投入到新课的学习中去。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编导为
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民歌，问题的设置引起了学生的思考，
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的心理。接下来歌曲的学唱、感受也变
得顺理成章了。我还精心挑选了一盆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摆
在学生面前。让他们通过观察真实的茉莉花深刻体会作曲家
的思想感情。

同时，我还运用了多个视频来让学生感受中国民歌音乐的不
同特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歌根值于人民生活的
土壤之中，体现了不同的地域色彩。江苏人细腻委婉地表达
对茉莉花的喜爱，东北人却是豪爽热情的，他们毫不遮掩对
茉莉花的喜爱，体现在他们的歌曲里，显得风趣幽默。引导
学生听辨这两首极具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茉莉花》，引起
强烈的听觉反差，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民歌和那里的
人民是离不开的。通过听辨、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进
行总结归纳，引导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
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经过比较学生发现两首《茉莉花》，
节奏有的宽松，有的紧密，情绪有的清新优美、有的豪爽热
情、有的刚直爽朗，特别是东北版的，衬词和拖腔的加入，
更增添了几分风趣和幽默。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首《茉莉花》早在一百多年前，唱响
了全世界。歌剧《图兰朵》或许离学生的生活很远，但有了
《茉莉花》旋律的注入，它离我们又那么近。选取其中的几
秒钟，引导学生听辨用了那个版本的《茉莉花》，让他们有
目的的听赏，增强民族自豪感。最后的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
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带给学生视听享受的同
时，也呼唤他们情感的共鸣。最后的宣泄——完整演唱《茉
莉花》时，学生果然比之前唱得更好。

这是一次音乐与民族相结合的'尝试，学生沉浸在《茉莉花》
清新优美的旋律中，我相信通过本课的学习，他们肯定会对
我国的民族音乐更感兴趣，无形中提升了审美和创造美的能



力。

当然，本节课还有一些地方不足，比如在学生画线律线的环
节中，过于形式化，没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过听取老
师们提出的建议后我个人认为，如果可以把这个环节放在白
板上进行，只叫几位同学来进行画，也许会能有更好的效果。
再一个就是本节课的亮点没有，只是循规蹈矩的上完这一节
课，没有给学生留下更多的惊喜。所以说，教材的研读对于
青年教师的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学习
中，再上一个台阶，争取上出有智慧的课来。

茉莉花聆听教案篇五

本节课我力图在课堂形式上有所改变，所以给学生分组，课
后才感到分组后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没有利用好，因此看
上去成了摆设。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对学生的关注不够。课堂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这是一节唱歌课，我完全可以让每个小组自由发挥
来对歌曲进行二次加工处理（在速度、力度、情绪上），然
后来赛一赛，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这样既能发挥他们的
主动性又能培养学生对歌曲的处理能力。

2、缺乏有效的唤起手段，没有充分唤起学生学习的激情。如
果我课前多找一些与歌曲相关的图片或音像资料或许效果会
好一些。

3、关于“讨论”，我没有把“讨论”用好，大事、小事、该
讨论的、不该讨论的都让学生来讨论，既浪费时间又达不到
效果。在以后的教学中对于让学生讨论的问题要慎选，一定
要有讨论的价值。

4、让学生自由拓展知识、自由创造的时间太少，活动空间不
够，这不符合新课标理念。



5、音乐是听觉艺术，听是音乐课上必不可少的环节，除教材
内容之外要多搜集与之相关的音乐（流行、古典、通俗）最
大限度开阔学生视野，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力，也对课堂教
学起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情景问题设置上，力
求在符合课堂教学目标基础上，以精确而生动的语言来牵引、
唤起学生活动思维，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根据音乐课堂教学
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种形式诸如舞蹈、尝试对歌曲的改编创
作、小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多角度学习。同时要鼓励学生、
用饱满的热情感染学生在课堂上想唱就唱，充分唤起学生活
泼好动爱跳爱唱的天性，给学生提供自我展示的平台，让音
乐课成为“活”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