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 初一音乐教学计
划(实用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
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
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篇一

组织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能否吸引学生是上好一堂课的先
决条件，教师只有在教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素养，
不断实践总结，才能更好地驾驭课堂，达到最优最佳的教学
效果。编辑了二年级上册音乐教学计划，欢迎阅读！

一、学情分析：

二年级的学生在一年级时培养了一定的音乐常规，对音乐的
兴趣很强。尤其是对活泼的、贴近生活的歌曲更加喜爱。学
生的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学生音乐感觉很好，音准也不错，
也有少数学生音准、表现力、常规都不是很好，需要继续培
养这方面。

二、教材分析：

（一）全册分析。

本学期所用教材是国家义务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音版）。
本教材针对新课程标准精神而推出的。从教育观念上，强调了
“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审美为中心，以音乐文化为主线，
以学科特点为基点，加强实践与创造，加强综合与渗透，把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贯穿始终。本册共分十一个单元主题：
《问声好》、《时间的歌》、《童话故事》、《跳起舞》、
《爱劳动》、《可爱的动物》、《小小音乐家》、《幸福生
活》、《美丽的动物》、《过新年》、《农家乐》。

（二）编排意图。

新教材的曲目选择，在考虑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
基础上，尤其注重歌曲的可唱性与欣赏性的可听性。朗朗上
口，易听易记，学生爱听爱唱。在识谱要求上降低了难度，
欣赏曲主要以主旋律以图谱为主。各年级歌曲还兼顾了年龄
特点。比如：本册教材的图谱、字母谱就是特色。对于最基
本时值“一拍”到各种音符时值，从四二拍到四三拍，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

（三）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问声好

聆听：《森林水车》

表演：《早上好》、《小麻雀》

编创与活动

第二单元：时间的歌

聆听：《在钟表店里》、《调皮的小闹钟》

表演：歌曲《时间像小马车》、《这是什么》

第三单元：童话故事

聆听《小天鹅舞曲》、《糖果仙人舞曲》



表演：歌曲《小红帽》、《有一个人在森林》

第四单元：跳起舞

聆听：歌曲《在北京的金山上》、《雪莲献北京》

表演：歌曲《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的家在日喀则》

第五单元：爱劳动

聆听：歌曲《劳动歌》、《海娃的歌》

表演：歌曲《不再麻烦好妈妈》、《种玉米》

第六单元：可爱的动物

聆听：歌曲《爱劳动》、《鸟店》

表演：歌曲《我的小绵羊》、《小袋鼠》

第七单元：小小音乐家

聆听：《百鸟朝凤》、《小乐队》

表演：《快乐的音乐会》、《唢呐配喇叭》

第八单元：幸福生活

聆听：《阿细跳月》、《歌声与微笑》

表演：歌曲《同坐小竹排》、《西伦达》

第九单元：美丽的动物

聆听：《龟兔赛跑》



表演：歌曲《金孔雀轻轻跳》、《大鹿》

第十单元：过新年

聆听：《窗花舞》、《晚会》

表演：歌曲《小拜年》、《过新年》

第十一单元：农家乐

聆听：歌曲《我在田里唱新歌》、《赶大车》

表演：《牛歌》、《看场》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篇二

这个学期我担任一年级七个班的音乐课。已开始正式系统化
的学习音乐，注意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使学生爱学、愿学。
大部分学生对音乐课比较感兴趣，也很好奇，上课也较认真。
女生对音乐中的音准与节奏及动作的模仿能力普遍比男生要
好。学生们的唱歌习惯不是很好，容易一兴奋一高兴就喊了。
他们爱表现的心理还是比较强烈。他们不能很长时间安静地
欣赏一首乐曲，根据音乐展开想象的能力还是不够好；但是
欣赏简短的歌曲（乐曲）时他们还是饶有兴趣的。学生年龄
小，生性活泼，我会在这一点下功夫，重点发展舞蹈、律动
的学习。增强学生身体的协调能力，让学生可以渐渐增强身
体的协调性、节奏感。

在低年级的音乐教学中，学生第一次正式的接触音乐的学习。
所以，在本学期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的实施：愉悦性：
在教学过程中，不论是歌曲的学唱、乐理知识的学习，都要
使学生学的快乐。使他们能兴致勃勃，主动积极地投入感受
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以及创造音乐的活动中去。艺术
性：我们在教学中要通过艺术形象来唤起学生对美的共鸣与



追求，从而进行审美教育和品德教育。本学期在上课同时我
要注意加强巩固音高概念、巩固学生对音的高低、强弱、长
短的感觉。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累积乐理知识。教材中
的律动和舞蹈较多，应注意引导学生自编动作、节奏甚至歌
词，发展学生身体的协调能力和自编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
坚实基础。

（一）发声训练部分：

培养练声的兴趣；歌唱姿势要正确；发声要自然，用中等音
量或轻声歌唱；按教师的手势，整齐地歌唱；用正确的口形，
唱好u、o韵母。

（二）视唱、知识、练耳部分：

1、读谱知识：知道音有高低；知道音有长短；知道音有强弱。

2、视唱部分：能用听唱法模唱歌曲（包括除大小七度、增四
度、减五度外的自然音程和da da、 dada dada、da(a)、da da
da、dada da da、da(a a)、da空da等节奏。）

3、练耳部分：听辩音的高低（比较不同乐器、人声及同一乐
器的不同音区音的高低；比较同一音组内构成大、小三度、
纯四、纯五度旋律音程的两个音的高低。听辩音的长短，比
较各种时值音的长短。听辩并说明音的强弱差别。

（三）欣赏部分：

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兴趣和良好的欣赏习惯。在欣赏中感受
音乐的优美、悦耳，产生愉快的感觉。逐步体会旋律、节奏、
速度、力度、音区、音色等表现手段在音乐中的作用。能辨
别音乐作品中轻快、热烈、活泼、优美、雄壮、庄严、诙谐
等情绪。能感受进行曲、舞曲、摇篮曲等常见体裁的特征。



1、认真备课，做好前备、复备工作，为能使学生上好课做好
充分的准备工作，备课时注意与新课标结合，并注意备学生。

2、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要注意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法，使
学生能够充分发展。

3、设计好每堂课的导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课堂形式设计多样，充满知识性、趣味性、探索性、挑战
性以及表演性。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最
大限度地学到知识，掌握技能。并注意在课堂上采取一定的
形式，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

5、积极和其他学科沟通，积极研究学科整合。响应新课标要
求。

6、多看多听其他学校的课程，在本校多实施，使学生开阔眼
界。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篇三

1、体现素质教育观念，以审美体验为核心，提高学生的审美
能力。

2、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育观念，为学生提供感受音乐，表现
音乐，创造音乐的广阔天地。

二、学生情况分析

1、七年级的学生才升初中，胆量需要培养，应努力的让他们
敢唱、爱唱。

2、学生的基本乐理知识还不够，要从最基本的知识教，从认
识简谱的7个音开始，并要有十足的耐心。



3、要多鼓励学生，让他们一直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任务

1、七年级音乐有六个单元，以演唱、演奏、欣赏为主要方式。
由于无法统一购买竖笛，故演奏课无法去实现。

2、本学期除了教学任务，课外活动的合唱也以每周四课时足
量安排，学生会从最基本的呼吸发音开始，慢慢熟练，争取
做到背唱歌曲5首以上。

四、教学目标

1、能熟练演唱、背唱下列歌曲《新世纪的新一代》、《歌唱
祖国》、《西风的话》、《牧歌》、《樱花》、《划船曲》
等教材上的歌曲。

2、能分辨钢琴、曲笛、二胡、吉他、唢呐等的音色。

3、能分辨女声独唱、男声独唱、合唱、对唱、二重唱、齐唱、
轮唱、领唱加合唱的演唱形式。

4、通过欣赏，了解并感受音乐如何描绘秋景及表现与之相关
的生活;通过欣赏了解蒙古族、哈萨克族、与地理环境藏族等
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和器乐曲，感受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
系;了解亚洲音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五、教材分析

1、教材突出了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重视学生对音乐实
践活动的主动参与，发展音乐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

2、教材使音乐教学从单纯传授音乐知识和技能转变为实施美
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3、教材编排紧凑，从唱歌、器乐演奏、欣赏、音乐与其他文
化交融等方面都很好，但器乐演奏因为农村中学条件不足而
无法去探究。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篇四

一、指导思想：

以课程改革、学科素质教育理论为指导，明确学校艺术教育
对于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和个性，培养开朗活泼、积极向上
的情绪、情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增强实施课程改革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以“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教育最优化”特色
教学为目标，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开创音乐教学的新局面。

二、学情分析

这个学期我担任六年级的音乐课。从这个班的总体来说，女
生对音乐中的音准与节奏及动作的模仿能力普遍比男生要好。
学生们的唱歌习惯不是很好，喊唱的现象还比较多。他们的
识谱能力很差，一首比较简单的曲谱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困难。
而且我发现学生的节奏感不是很好，唱歌时还不是很明显，
特别是跟音乐做动作时就算经过老师的反复提醒、强调、练
习还是会有很多的学生跟不上节奏。

三、教材分析

本册音乐教材的内容强调了音乐与人、音乐与社会、音乐与
民族、音乐与大自然的联系，把音乐置身于大文化背景之中，
以文化主题组织教材。共有10课，让学生接触并了解中国的
几首优秀的儿童节歌曲，并配以群体的音乐活动，如齐唱、
合唱等。它有助与学生养成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
的合作精神。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以
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
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音乐必要的审美能力。另外



本教材的编创与活动中，编有大量的实践要求，让学生在编
创与活动中去体验音乐的美感，提高他们的音乐感受、表现、
创造的能力。

四、教学目标

（一）感受与鉴赏

1、音乐表现要素

（1）对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感到好奇和有趣，能够用
自己的声音或乐器进行模仿。能随着熟悉的歌曲或乐曲哼唱，
或在体态上作出反应。

（2）能听辨不同的女声和男声。知道常见的中华民族乐器和
西洋乐器。

（3）在感知音乐节奏和旋律的过程中，能够初步辨别节拍的
不同，能够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

2、音乐情绪与情感

（1）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能用语言作简单描述。

（2）能够体验并简述音乐情绪的变化。

3、音乐体裁与形式

（1）聆听少年儿童歌曲、颂歌、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艺术
歌曲等各种体裁和类别的歌曲。

（2）能够通过律动或打击乐器对所听音乐作出反应。

（3）能够区别齐唱和合唱、齐奏和合奏。



（二）表现

1、演唱

（1）乐于参与各种演唱活动。

（2）知道演唱的正确姿势及呼吸方法，并能在唱歌实践中逐
步掌握和运用。能够对指挥动作及前奏作出恰当的反应。

（3）能够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音调有表情地独唱或
参与齐唱、合唱。

（4）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演唱作简单评价。

2、综合性艺术表演

（1）能够主动地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并从中享有乐趣。

（2）在有情节的音乐表演活动中担当一个角色。

（3）能够对自己、他人的表演进行简单的评论。教学重点

1、在学生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

2、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学生的歌唱习惯。

3、能参与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友谊活动

五、法制渗透点

第二单元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六、教学措施

本学期我将针对六年级学生学习的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法进行教学，强调以音乐为本、注重情感体验，在注重审美
体验的同时加强学生的基础乐理知识的学习。教师是教学的
组织者和指导者，是沟通学生与音乐的桥梁。教学中要正确
处理自己和学生的关系，提倡民主教学，使学生的心情愉快、
想象力丰富，使学生以充满自信的态度迎接每一次的学习。

文档为doc格式

七年级音乐教学计划篇五

学生的音乐培养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心胸，在音乐的陶冶
下更好的参与到学习中来，这是素质教育的高明之处。新的
学期又开始了。本学期我担任的是一、四年级的教学。为了
能更好的完成教学工作，我将作如下的安排：

这个部分主要是运用与高段的学生为主。〔四—六年级〕培
养练声的兴趣；歌唱姿势要正确；发声要自然，用中等音量
或轻声歌唱；按教师的手势，整齐地歌唱；用正确的口形，
唱好a、e、i、o、u。

1、读谱知识：知道音有高低；知道音有长短；知道音有强弱。

2、视唱部分：能用听唱法模唱歌曲

3、练耳部分：听辩音的高低（比较不同乐器、人声及同一乐
器的不同音区音的高低；比较同一音组内构成大、小三度、
纯四、纯五度旋律音程的两个音的高低。听辩音的长短，比
较各种时值音的长短。听辩并说明音的强弱差别。

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兴趣和良好的欣赏习惯。在欣赏中感受
音乐的优美、悦耳，产生愉快的感觉。逐步体会旋律、节奏、
速度、力度、音区、音色等表现手段在音乐中的作用。能辨
别音乐作品中轻快、热烈、活泼、优美、雄壮、庄严、诙谐
等情绪。能感受进行曲、舞曲、摇篮曲等常见体裁的特征。



教学分析：

在低年级的音乐教学中，学生第一次正式的接触音乐的学习。
所以，在本学期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的实施：

愉悦性：

在教学过程中，不论是歌曲的学唱、乐理知识的学习，都要
使学生学的快乐。使他们能兴致勃勃，主动积极地投入感受
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以及创造音乐的活动中去。

艺术性：

我们在教学中要通过艺术形象来唤起学生对美的共鸣与追求，
从而进行审美教育和品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