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课初中教案(模板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一

初中音乐教案(一)

初中音乐教案(一)
-05-04|tag：初中音乐说课教案初中音乐教案(一)－教案作者：
雨秋一、青春舞曲初二年级第三课：《青春舞曲》第一课时
教学课题：《青春舞曲》课时：第一课时教具：钢琴、多媒
体课件、打击乐器(若干)教学目标：1、通过学唱歌曲，使学
生体验作品中轻快活泼的情绪。2、通过表现歌曲的创作练习，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小组协作能力。3、通过欣赏，使学生
了解新疆或西部民歌的风格特点，培养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
4、通过学唱歌曲，使学生懂得青春如小鸟一般一去不复返的
道理，启发学生自觉珍惜时间。教学重点：学唱歌曲《青春
舞曲》，体验作品中的情绪。教学难点：在教师的点拨下学
生自行创作出表现歌曲的方法。教学过程：一、课前音乐
《青春舞曲》音乐风光欣赏二、导入新课刚才我们欣赏的是
什么地方的音乐风光呢?(新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新
疆的民歌--《青春舞曲》(多媒体课件揭示课题：青春舞曲)
三、学唱歌曲1、教师范唱《青春舞曲》教师用卡拉ok式范唱
歌曲，学生跟随音乐轻轻击拍。2、学生试填歌词3、练唱美
丽小鸟处；我的青春小鸟一样处(放慢速度唱准)练唱别的那
呀哟别的那呀哟处(“别”字语气要加重)4、完整连唱歌
曲(可唱两遍歌词)要求用一半音量，吐字清晰有弹性5、再次
完整连唱歌曲(加适当律动)要求唱出欢快的情绪和拍的韵律
感四、表现与创造1、讨论和练习节奏组：运用不同的伴奏音
型，节奏乐器的组合等来表现歌曲演唱组：运用改变速度、



力度、演唱形式等来表现歌曲2、各组汇报设计思路并展示五、
拓展阶段1、听一听《金梭和银梭》思考：与《青春舞曲》相
比，有何相同之处?(告诫人们要珍惜宝贵的青春)2、布置课
后作业：为《青春舞曲》创编一段歌词。3、介绍王洛宾及其
作品：他一生经历坎坷，但执著地热爱音乐，搜集、整理和
改编了大量的西部民歌，被誉为西部歌王。他的音乐作品大
多浪漫热情，不仅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瑰宝，也在世界舞台
上大放异彩。我们大家熟悉的有：《在那遥远的地方》、
《半个月亮爬上来》《大板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
(用多媒体课件播放这些歌曲)六、结束部分(背景音乐《青春
舞曲》演奏版)1、小结本课今天，我们学习了《青春舞曲》
这首歌曲，也欣赏了几首优美动听的西部民歌，实际上，我
国的西部地区是一片亟待开发的热土，多少有识之士、有志
青年已经投身在大开发的洪流中，西部今天也正在日新月异。
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能立足现在，珍惜时间，努力学习，
在不久的将来，也能成为开发西部的生力军，成为建设祖国
的栋梁之材。2、下课礼仪七、学生在《青春舞曲》的音乐中
走出教室。二转自洪啸音乐教学网,－教案作者：厉曼婷第二
册：第五单元第2课时课题：歌曲《歌唱祖国》课型：新授课
时：1授课时间：第7周教学用具：录音机、钢琴教学方法：
视唱法、练习法教学目标：一、过学唱《歌唱祖国》，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通过教唱歌曲培养学生控制力度
变化及用气息支持歌唱的能力。二、通过讲解音乐知识、分
析歌曲，是学生初步掌握分析二段体及三段体歌曲的方法。
教学重点：1、学习歌曲2、掌握歌曲的情绪及演唱方法教学
难点：1、对歌曲情绪的处理2、个别节奏的掌握及演唱板书
设计歌唱祖国音乐知识：1、二段体a+b2、三段体a+b+a
或a+b+c教后自我分析：《歌唱祖国》是学生比较熟悉的歌
曲，他们都有一定的印象，因此，学这首歌的困难相对少一
些。也正因为他们有印象，也容易产生消极的倾向。如：觉
得没什么可学的；或凭印象唱歌，难免唱错而不知错。加上
先让为主的影响，改正起来不容易。所以，在课堂上我利用
合唱录音、分组比赛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愉快
的状态下克服那些消极因素，课堂完成教好，但“英雄的人



民。”的节奏有的同学还是把握不准。须多加注意和练习！
教学过程一、前置补偿：1、复习歌曲《游击军》2、做休止
符节奏练习二、导入新课：(播放《歌唱祖国》)配合国庆典
礼的录象，让学生感受我国繁荣、蒸蒸日上的新面貌，激起
学生爱国之情。三、出示目标：四、新授教学：1、咱们班有
会唱这首歌曲的吗?(找几位同学分别演唱)2、完整欣赏歌曲，
找出几位同学所存在的问题。3、学习歌曲a：师示范演唱歌
曲b：生跟琴视唱歌曲c：完整演唱歌曲d：及时纠正(1)这首歌
曲中带附点的节奏型(板书)，学生容易唱成不带附点的节奏
型，这样对歌曲的艺术形象很有影响，因此，引导学生比较
两种节奏型在这首歌曲中艺术表现力的优劣，指导学生将附
点音符后面的十六分音符向下一拍靠拢是很必要的。(2)歌中
一字多音的地方，学生常唱的软弱无力、缺乏感染力。
如：“祖国”“家乡”“人民”(3)歌曲中学生的节奏掌握如：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
三段都存在演唱第一个字时的八分休止符，每个字对准那一
个音符一定要看清、听清、唱清。(4)要正确掌握歌曲的速
度(复习演唱，并练习歌曲中存在的容易出错的附点节奏和休
止符节奏，为学习歌曲做铺垫。进入情境这是一首大家都很
熟悉的歌曲，但同学们根据原来的欣赏自己学习后避免不了
存在很多问题，现在请同学们虚心欣赏跟随老师认真学习。
认真纠正和练习容易唱错的地方附点节奏的掌握休止符节奏
的掌握速度的掌握)(这是学生活动)e：听音乐完整练习演唱歌
曲f：处理歌曲的感情第一乐段同时也是第三乐段：雄壮有力，
而且平稳流畅，主题思想：歌唱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热情奔
放、乐观自豪第二乐段：节奏舒展平稳，旋律优美流畅，因
而形成一种浩浩荡荡、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的气势。五、巩
固训练1、分组比赛，看那一组唱的既有感情又准确，看哪一
组能较多地、正确的指出其他组的优缺点2、给学生做合唱录
音，找出缺点以后在练习过程中多注意六、音乐知识1、二段
体a+b例：《游击军》2、三段体a+b+a或a+b+c例：《歌唱
祖国》a+b+a七、布置练习作业，总结下课！(学生讨论歌曲，
并分析其情绪并结合到歌曲当中歌曲情绪的处理演唱巩固练



习学习音乐知识总结)(学生活动)

历史上的今天：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二

在教学中，要强调音乐的情感体验，根据音乐艺术的审美表
现特征，引导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的整体把握，
领会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2.以兴趣爱好为动力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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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
会生活的联系。

3.面向全体学生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不是为了培养音乐的专门人才，
而应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的音乐潜能得到开发并使
他们从中受益。音乐课的全部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师
生互动，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音乐活动的参与放在重要的
位置。

4.注重个性发展

要把全体学生的普遍参与与发展不同个性的因材施教有机结
合起来，创造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
发展个性的可能和空间。

5.重视音乐实践

通过音乐艺术实践，增强学生音乐表现的自信心，培养良好



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6.鼓励音乐创造

在教学过程中，应设定生动有趣的创造性活动的内容、形式
和情景，发展学生的想像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意识。

7.提倡学科综合

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
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
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

8.弘扬民族音乐

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
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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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理解多元文化

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还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
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

10.完善评价机制

评价应包括学生、教师和课程管理三个层次，可采用自评、
互评和他评等多种形式。评价指标不仅要涵盖音乐的不同教
学领域，更应关注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情感反应、参
与态度和程度，以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音乐的过程与方法的
有效性等诸多方面。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本文的学习，学生能够树立
正确的爱情观，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参与讲授、体验、鉴赏的过程中初步
感知歌剧《伤逝》的剧情和歌曲的风格特点，能够提高音乐
的审美能力。

【知识与技能目标】能够演唱歌曲，演唱时注意语言的亲切
感和字正腔圆的发声技巧。

【重点】了解歌剧《伤逝》，参与演唱音乐主题。

【难点】能够了解歌剧的风格特点。

钢琴、多媒体

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为话题，引入新课。

师：什么是爱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爱情的憧憬，爱情之
后是什么呢？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鲁迅
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后来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将其
写成了一部歌剧，那么两位艺术家又是怎么诠释爱情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故事。

1.简单介绍施光南

施光南是我国人民音乐家之一，创作很多的作品，其中《打
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
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直被人传唱，1981年，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施光南创作了大型歌剧《伤
逝》，他以满腔热情和崭新的手法，成功地用音乐塑造了鲁
迅先生于二十年代笔下所刻化的一代追寻与彷徨的青年形象。



2.简单了解歌剧《伤逝》

歌剧《伤逝》是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是一部形式新颖，
音乐感人的室内歌剧。1981年首演于北京。剧情发生在1919年
“五四”运动后不久的旧中国。通过一对有共同理想的男女
青年(涓生和子君)从恋爱、结婚到最终分离的情节描写，揭
露封建礼教的残酷。鲁迅先生的原作，热情的赞扬了男女主
人公争取自由的精神，对他们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
同时也指出他们思想上的局限和软弱，向人们揭示：个人的
爱情和幸福不能超然于社会之外孤立存在。

1.了解剧情

2.欣赏歌曲《紫藤花》，感受演唱形式和风格特点

我们从剧情中了解到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故事是悲剧性的结局，
但是有一首歌曲却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我们爱听
的时候注意其中的演唱形式是什么？(抒情二重唱)音调风格
有什么特点？(吸取了我国早期的艺术歌曲的一些特点)

3.学唱歌曲主题

(1)老师弹唱歌曲，学生感知歌曲的音乐情绪和人物细腻的情
感。

(2)老师弹奏钢琴，学生自学主题音乐

(3)解决歌曲中的难点(注意咬字吐字、声音的位置、装饰音)

(4)老师弹奏钢琴，学生演唱主题音乐

4.欣赏《紫藤花》二重唱部分，感受二重唱部分的和谐统一

1.简单介绍歌剧的篇目



师：哪位同学们能简单的说一说除了《紫藤花》，歌剧都有
哪些的歌曲？(《一抹夕阳》《风萧瑟》《金色的秋光》《不
幸的人生》等)

2.欣赏《一抹夕阳》

师：同学们歌曲中的音乐主题和紫藤花的音乐主题是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一样)

3.了解歌剧的演唱形式(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

今天我们了解了歌剧，深入的分析歌剧《伤逝》，学习了歌
曲中的装饰音、演唱的技能、细腻的情感的学习，更加完美
地歌唱了《紫藤花》的片段，同学们的演绎很精彩。同学们
如果对其他歌曲片段感兴趣的话，下课后多听一下《风萧瑟》
《金色的秋光》《不幸的人生》等，我们下节课见。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四

学习过的内容：京剧的行当分为——？

生：生、旦、净、丑。

（板书：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

师：今天我们更多的听到流行歌曲，在流行歌曲中也有一些
京剧的元素，请同学们看一看视频，同时思考一个问题：这
首歌曲中使用了哪些京剧的元素。

（板书：什么是戏歌）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五

1.通过欣赏歌剧唱段《今夜无人入睡》和《卡门序曲》《威



廉·退尔序曲》，使学生初步了解欧洲歌剧艺术的魅力及其
起源与发展。

2.随音乐划拍或指挥，并背唱《卡门序曲》主题旋律和《今
夜无人入睡》的曲调，体会歌剧音乐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3.以歌剧《图兰朵》为例，了解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联系。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六

2、学会歌唱歌曲《踏雪寻梅》，体会歌曲美好的意境，品味
歌曲的风格韵味。

3、为歌曲即兴创作陪衬声部，主动参与音乐表现。

重点与难点：

1、为歌曲即兴创作陪衬声部;

2、体会歌曲情韵。

教学准备：课件、钢琴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媒体播放音乐《送别》，引入课堂

二、导入

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送别》是《城南旧事》中的
插曲，这首二、三十年代的老歌是用一首歌曲的曲调，由李
叔同填词而成的。在这个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作曲
家——黄自。



多媒体出示黄自照片及简介。他创作了大量的既古典又有西
洋风格的音乐作品。

三、新授

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踏雪寻梅》就是这种风格的歌曲。

1、媒体出示歌词，播放音乐，学生想象意境;

2、提问：听了这首词，你想到了什么样的画面?你的心情怎
样呢?

3、(多媒体出示)叙情景，配合情景画面

4、学唱歌曲(解决难点)

四、激励表现：

1、歌曲处理：讨论、互评、集体评议

2、即兴创作

五、拓展、延伸

听赏黄自的作品《抗敌歌》，并由此延伸开，让学生搜集更
多关于黄自的资料，为接下来的欣赏课做准备。在音乐声中
结束课堂。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七

1.教师使用多媒体播放歌剧《卡门》录像片段并聆听《卡门
序曲》，师生共同探究歌剧《卡门》的剧情和序曲音乐特点。

2.继续聆听《卡门序曲》，使学生从音乐艺术形象的角度初
步领略其艺术魅力，并知道《卡门序曲》是歌剧开始时的一



首明朗而辉煌的管弦乐曲，它仿佛概括了歌剧的内容。结构
基本属于回旋曲式。乐曲主部是一首节日进行曲，它来自歌
剧最后一幕的合唱旋律，气氛热烈欢快，由木管和小提琴主
奏，音乐把人们带到西班牙斗牛场的喧闹狂热的气氛中。

3.引导学生随音响边划拍边哼唱“节日进行曲”和弦乐主奏
著名的《斗牛士之歌》(第二插部)曲调，使学生体会《斗牛
士之歌》雄壮、威武的曲调，与主部音乐“节日进行曲”形
成鲜明的对比。要求学生记住这两首音乐的旋律。

4.教师简介四幕歌剧《威廉·退尔》剧情，并引导学生聆听
《威廉·退尔序曲》，使学生初步了解该序曲的结构分为四
个部分，教师可采用边欣赏边列表的方式，引导学生从每部
分音乐使用的乐器、音乐主题、音乐表现要素表达的意境和
音乐形象等，进行分析以加深对序曲音乐的感受和理解。

5.学生可随《威廉·退尔序曲》主题音乐划拍哼唱，记住主
题。

6.欣赏《今夜无人入睡》，简介歌剧《图兰朵》剧情，了解
欧洲歌剧音乐融入中国民歌《茉莉花》，使学生了解本土文
化与多元文化的联系。并记住《今夜无人入睡》的曲调。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八

播放乐曲《万马奔腾》引导学生回答：

1、这首乐曲的情绪?感受到什么场面?(情绪热烈，表现草原
特有的壮观场面)

2、你知道这首曲子中独特的乐器音色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
吗?(马头琴)

3、这是哪个民族独特的乐器?(蒙古族)



4、你对这个民族有多少了解?

5、请学生介绍马头琴的传说，教师补充。

二、导入新课

马头琴音色柔和浑厚，独具特色。演奏技术丰富，既可以为
民歌、说唱音乐伴奏，也可以独奏，它已成为蒙古族具有代
表性的.乐器。蒙古族是一个世代以放牧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
肥沃的草原、兴盛的牧畜业，丰富的矿藏养育了蒙古各族人
民他们常常用自己的歌声赞美祖国，同时也赞美了家乡，今
天我们将一起领略草原人民带给我们的无限美好情怀。

三、学唱歌曲《牧歌》

2、教师小节：这首歌曲旋律起伏宽广、曲调优美、节奏自由，
这正是蒙古族歌曲的特色。

3、采用听唱法和自学的方法学习曲谱。

4、教师引导学生划节拍掌握两拍半的节奏，纠正错误。

5、引导学生划分乐句，总结蒙古族民歌的特点：通常短小精
悍，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短调。长
调比较自由，舒缓；短调比较热情、欢快，结构清晰。这首
歌曲具有长调的特点。

6、有感情演唱。

四、《牧歌》已经被改编为各种舞台表演形式，如：奏无伴
奏合唱等

欣赏瞿希贤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

播放录音。提问：无伴奏合唱与原民歌在表演形式上有什么



不同?谈谈欣赏这部作品的感受。

五、欣赏一段蒙古族舞蹈，引导学生总结蒙古舞的特点，教
师小结：

l、蒙古族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族，男子的舞蹈动作粗犷强悍、
女子端庄典雅十分优美。蒙古舞的动作主要来源于生活，比
如各种马步就来源于牧民骑在马上的动作。舞蹈中的鹰式位
加硬腕组合就是根据雄鹰展翅飞翔动作的升华，这些都成为
蒙古舞特有的艺术表现。蒙古舞主要用肩部动作。通过肩部
及各种马步动作使舞蹈风格浓郁，别具一格，柔肩是舞蹈动
作中最富有特色的动作。

2、学几个简单的动作。

六、创编

跟随《牧歌》音乐创编简单的舞蹈动作，挑选几个同学展示。

七、小结

今天我们欣赏了蒙古民歌，从宽广优美的歌声中，从优美舒
展的舞蹈动作中我们感受到了蒙古歌舞的个性和感情色彩，
从中得到了美的享受。

音乐课初中教案篇九

1、通过音乐的对比，我们可以了解音乐元素在表达音乐中的
作用，感受秋天的不同色彩。

2、引导学生以自然柔和的声音演唱《西风之语》，启发和教
育青少年珍惜时间，热爱生活。

3、培养学生听音乐、观察乐谱、表达音乐的能力。教学重点



与难点:

1、指导学生理解音乐元素的表演。

2、以自然舒展的嗓音演唱歌曲，表达歌曲的抒情情绪。教学
辅助准备:钢琴音乐课件

首先，进口

课前音乐:在希望的田野上（用音乐和秋色营造秋的氛围和意
境）

问题输入:同学们，欢迎来到秋宫！你熟悉正在播放的那首歌
吗？你知道它的名字吗？这首歌描述了什么季节？（秋天）
这首歌里提到的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冬小麦、字段？）它
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其实，秋天不仅是一个收获快乐的季
节，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秋天。让我们欣赏这首《西风之
语》。

2、风的欣赏

1、听录音。

问:西风的话语是温暖而快乐，还是柔和而抒情？它显示了什
么速度和力量？

2、再次欣赏歌曲的结构

老师:根据歌曲的情绪、速度、力度、节奏等方面的明显对比，
我们可以把这首歌分成一段、二段和三段。让我们再次欣赏
西风的歌词，感受这首歌的音乐结构。

3、把短语

老师:老师唱一首歌。这首歌由几个短语组成？



3、歌唱“风”美“风”

1、有节奏地唱旋律

（1）观察四个短语的节奏特征。

（2）找出构成歌曲旋律的音符，用柯达伊的姿势边唱边编音
阶。

（3）视唱练耳旋律，找出包含上下音阶的小节。

（4）边唱边画旋律线。

2、唱的歌词

（1）用“u”型唱旋律，纠正发音方法。

（2）了解旋律与演唱强度的关系并记录下来。

（3）根据力度轻柔地唱歌词。

一次老师陪同学生轻声唱歌（纠正连接）

两次提示呼吸。

跟着伴奏唱三遍，引导学生探索并找到唱最后一句的方法。

四次伴以饱满的歌声。

（4）情感教育:年复一年，充满激情的西风来来去去，见证
了孩子们的成长和节日景观的变化，最终这种慢而弱的对待
把西风的期望寄托在了我们身上。有什么能提醒我们？时间
飞逝，请珍惜它。

3、声音的对比



如果我们用更快的速度，更强的力量和更明亮的声音来唱这
首歌，会有什么效果？（唱歌引导学生体验速度和强度对歌
曲情绪的影响）歌曲的情绪已经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们可以
发现如果我们想让歌曲听起来丰富多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演唱速度、力度、旋律起伏、音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