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音乐书 三年级音乐教
案(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音乐书篇一

1、能学会演唱歌曲《和祖国在一起，和妈妈在一起》。

2、能认真听赏童声合唱《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里》，并感受
到歌曲所表达的爱祖国的真挚感情。

3、能了解并初步掌握“v”的发声口型。

4、在竖笛吹奏练习中，能掌握“6、3、2”三个音的指法，
并为歌曲《牧童谣》作简单伴奏。

1、学唱歌曲《和祖国在一起，和妈妈在一起》。

2、听赏童声合唱《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里》。

3、唱一唱

教唱《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里》，并指导学生从音乐中体验、
表现爱祖国、爱他*的情感。

指导学生把这种“爱妈妈”的具体情感溶入到较为抽象
的“爱祖国”的情感之中。

1、听赏歌曲。引导学生认真聆听歌曲，体会歌曲的情绪、感



情等。

2、朗读歌词。播放伴奏带作为背景音乐，，让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歌词，感受歌曲所表达的对祖国、对他*的真挚情感。

3、学唱旋律。采用听唱法和视唱法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学唱
旋律。首先让学生听旋律，数音乐旋律34 56 | 5 1 |出现的
次数，然后根据乐句特点，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进行每个
乐句1、2小节与3、4小节的接龙视唱。

4、学唱歌词。在旋律与歌词都已熟悉的基础上，让学生跟着
琴唱歌词，个别不够准确的地方在纠正。

1、认真聆听歌曲。

2、说一说歌曲的内容，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3、让学生画一画歌曲中“绿水映青山”、“绿叶捧红
花”、“小鸟睡在绿树上”、“苗苗长在大地间”的景象。

4、在次听赏并轻声跟唱歌曲。

1、让学生说一说对“鱼”的种类和喜爱等。

2、引导学生掌握元音“v”的发声口型，要求声音集中、统一，
逐步建立起高位置的歌唱意识。

本节课主要学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明白了“祖国就象妈妈一
样”的道理。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很快就学会唱歌曲，并很自然地接
受了“祖国就象妈妈一样”的道理。

学吹竖笛，掌握“6、3、2”三个音的指法和伴奏练习。



指导学生吹奏“6、3、2” 三个音

熟练每个音的指法，并按好气孔，防止漏气造成变音。

1、听一听。老师新吹了三个什么音？

2、看一看。每个音老师的手指按住了哪些孔？

3、吹一吹。学生试着吹这三个音。

4、说一说。学生之间交流学吹这三个音的体会。

5、比一比。分组进行比赛，看哪组音吹得最准，音色最好听。

6、课件游戏：一颗音乐苹果树，学生根据树上掉下的一个个
音乐苹果，马上吹出这个音。

1、学生跟琴唱谱。

2、学生跟琴唱词。

3、学生根据教材编排的伴奏谱模仿牧童吹笛的样子为歌曲伴
奏。

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大部分同学都能吹准新学的三个音，
并能为歌曲《牧童谣》伴奏，学生吹奏的兴趣很高。

三年级音乐书篇二

听赏歌曲《哆来咪》，进一步巩固对音符do re mi的识记，
并在欢快的歌声中进行律动表演。

（一）复习音符doremi



（二）听赏歌曲《多来咪》

1、初听歌曲录音，教师简介歌曲，引导学生读一读歌词。

2、听歌曲。

3、师生共同演唱歌曲并自由表演。

1、教师讲解《音乐之声》的故事情节。

2、讨论表演《多来咪》片断。

3、进行音乐表演。

同学们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三年级音乐书篇三

学生能初步感受与体验不同国家、不同音乐风格的儿歌，三
年级六册音乐教案

1、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了解我国安徽省地理风貌、民间艺人生活状况启发学
生爱祖国的情怀及喜爱安徽民歌的风格并能流利歌唱与表演。

2、教学方法听唱法、视唱法、练习法教具准备钢琴，录音机，
教学课件教学环节教学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教学过程：学唱歌曲《凤阳花鼓》

1、轻声播放高胡演奏的《凤阳花鼓》旋律，提问：这首曲子
旋律美不美，在哪听到过？师讲解美的民歌音乐有其流传美



的内涵，这首优美动听的旋律蕴涵着一个美妙或凄婉动人的
故事，教案《三年级六册音乐教案 第三单元 1》。

2、师放课件《凤阳花鼓》讲述了旧时代劳动人民离乡背井外
出谋生卖唱的苦难经历以及现在改革开放后风阳花鼓唱遍大
江南北，让学生逐步了解音乐来自劳动人民创造的意义，它
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情感宣泄的一种表达方式。

3、师带着愉悦的心情，深情地演唱歌曲《凤阳花鼓》，让学
生从教师声情并盛的演唱中受感染想歌唱。

4、放《凤阳花鼓》旋律创设意境启发学生从曲调中，使学生
为学唱歌曲做铺垫。

5、学生模仿教师的范唱一句一句地学唱此曲。比比谁模仿得
最好。

6、师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演唱形式表达歌曲内容及情绪。分组
让学生按乐谱边唱边敲击小乐器等；让学生自带铜碟、不锈
钢碟、陶瓷制的碟以及一对筷子，创编简易节奏律动边唱边
表演，通过动手、动口、体验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加深对歌曲的理解。

三、拓展（环保）：讨论怎样保护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怎样保护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板书设计简笔画：花鼓教学
回顾学生对“花鼓”感兴趣，个别学生小时侯曾接触过这首
歌，当他（她）听到歌曲，就会不由自主地唱起来。

三年级音乐书篇四

1、欣赏乐曲《童年的回忆》

2、歌表演《童年的回忆》



3、复习童年游戏《老鹰捉小鸡》《丢手绢》

4、选用内容：学习用竖笛演奏歌曲

一、引导学生聆听《童年的回忆》《我们多么幸福》，培养
学生完整聆听音乐作品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动手主动参加
音乐实践活动，表达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热爱。

二、通过自编动作表演歌曲《童年的回忆》，体验天真可爱、
通过创编动作与师生互动的交流，学习以动作来表现体验自
己的情感，引导学生参加音乐实践活动。

三、引导学生用竖笛演奏歌曲《我们多么幸福》增强学生学
习音乐作品的兴趣，提高学生器乐的演奏能力。

一、常规练习

1：随乐曲(自选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较有规范
动作要求，主要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音乐课堂小常识：坐姿、歌唱的常规等。

3：复习歌曲《摇啊摇》唱一唱;竖笛练习：吹一吹。

二：新课学习：

(一)复习童年游戏：《老鹰捉小鸡》《丢手绢》

(二)聆听《童年的回忆》

1、导入：(放背景音乐)师：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最开心
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让学生交流童年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幕。

2、听音乐：边听边用手势按图形谱的形状划动。学生随音乐
模仿小兔跳。再随音乐模仿乌龟爬。



师：说说谁的行走速度快?谁的行走速度慢?

板书：快慢

难点解决

1、从人的一般行走的速度与乌龟比较。

2、可请一个学生扮小兔跳，一个学生扮乌龟爬，再和老师走
进行对比，

引出“中速”并板书。

3、听《童年的回忆》说说第1、2段速度怎样?情绪怎样?第3
段速度怎样?情绪怎样?(完成书上练习)。

(三)听辨练习：用lu模唱356三个音

听一听老师弹奏的两个益鸟中哪个高?哪个低?用手势表示并
用lu模唱。

355356

533663

课堂小结：鼓励与表扬，并指出不足之处。

三年级音乐书篇五

一、单元目标

1、能够从“春天”的音乐主题中感受到春天之美，体验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快乐，乐于参与表现“春”的音乐活动。



2、通过读童谣、听歌曲、走出课堂欣赏大自然的美丽等活动，
感受自然界的变化，使学生尽情感受春天带来的喜悦。

3、通过让学生创编旋律，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发挥学生的
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课时安排建议

第一课时：《嘀哩嘀哩》；《春天的小河》；背诵有关春天
的古诗。

第二课时：《渴望春天》；《嘀哩嘀哩》；搜集有关春天的
歌曲、乐曲

第三课时：《小春笋》、旋律创编

第四课时：《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感悟春天的美好
和短暂

三、教学重点

能用流畅而富有弹性的声音准确演唱歌曲《春天的小河》、
《小春笋》、《春天来了》。

四、教学难点

体验歌曲的内涵，感悟春天的美好和短暂。

教学内容

1.欣赏：《春天在哪里》；2.唱歌：《春天的小河》。

（1）通过欣赏《春天在哪里》使学生初步感受春天。

（2）用渐强、渐弱的声音演唱歌曲《春天的小河》，流畅地



表达歌曲的情绪。教学理念

体验歌曲内容、启发创作情感。

师生问好。

1、提问导入：同学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找找看，在
上学的小路上，美丽的校园里，还有哪些春天的景象？春天
的脚步离我们近了，让我们来听一听歌曲《春天在哪里》。

2.放录音《春天在哪里》。

3、提问：同学们，这首歌听过吗？会唱吗？

4、学生随录音演唱全曲。

设计意图：通过聆听《春天在哪里》引导学生，体验歌曲内
涵，去寻找春天。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创设良好的音乐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进一步理解歌曲内涵。

1、师导入：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到处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新翻泥土的味儿扑鼻而来，鲜花张开了那娇艳的脸荚映照着
大地格外耀眼，听那小河水，涨高了，哗哗地流淌着。

2、录音《春天的小河》。初步感受歌曲的情绪。

3、听全曲，进一步感受歌曲的风格、速度等。

4、生随录音模唱全曲。

5、师有感情地范唱。

6、学生巩固练习演唱全曲。

要求：情绪与声音要统一。



7、歌曲处理：

《春天的小河》共有四个乐句，在学生学会演唱的基础上，
在每个乐句上加渐强和渐弱记号。要求学生用和谐、统一的
声音唱出乐句的流畅感。

1、师导入：春天负载着希望，有着生命的律动，自古以来，
它成为许多文人画士的.表现对象。诗人用简短的诗句来勾勒
春天、文学家用流畅的语言描绘春天、画家用五彩的笔留下
春天的足迹、音乐家用斑斓的旋律诉说着春天的话语??同学
们，你们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一幅你认为最美
的春天。

2、学生习作。分组进行

学生或画、或写、或改编歌词??进行创作。

3、展示，并且集体进行评价。

设计意图：促使学生能融入到自己创设的音乐氛围中。学会
正确的评价自己和他人。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及对祖国、
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之情。师生共同演绎烘托课堂气氛。

1.师：请你说一、二句赞美春天的话。

2.师小结：

春天是恬静的、活泼的、绚丽的。它属于我们大家。今天，
春来了，来年，春天还会和我们相见，但是，人的春天却只
有一季，希望同学们能珍惜美好春光，愉快学习、健康成长。
请同学们在课后邀上自己的朋友一起去踏青。并且收集有关
春的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摄影、雕塑等，举
行一个交流会。



听、唱：《嘀哩嘀哩》（童声齐唱）

听：《渴望春天》（管弦乐）

1、通过读童谣、听歌曲、走出课堂欣赏大自然的美丽等活动，
感受自然界的变化，使学生尽情感受春天带来的喜悦。

2、通过“为春姑娘送礼物”这一游戏，让孩子们用自己的双
手来表达对春天的感情，这样能增强孩子们的创新意识，培
养其创造力，让他们深刻的了解大自然的春天，并能培养孩
子们的合作精神。

导入：给学生播放管弦乐《渴望春天》，让学生感受音乐的
气氛，从而引出主题——春天。通过欣赏教材中的“迎春花
开”、“冰雪初融”、“南国春天”等摄影作品。

再次播放歌曲《渴望春天》，引导学生寻找春天的足迹，描
述一下歌曲中的春天。并且描述一下自己家乡春天的景象，
使学生有身边的事物联想到大自然季节的微妙变化，激发学
生的艺术探究兴趣和表达能力。

安排布谷鸟的叫声引入新课。提问：你知道这是谁的叫声吗？

通过聆听布谷鸟的鸣叫声，让学生了解布谷鸟是春天的使者，
所以它有叫报喜鸟。在布谷鸟的歌唱声中，为学生营造春天
的优美意境。出示：（书本“滴哩，滴哩”图片）

除了布谷鸟，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是春天的使者？”通过
交流，知道燕子、青蛙等许多小动物也是春天的使者，教育
学生要懂得保护我们的动物朋友。（在以上图片上出示一些
小动物）

赏歌曲《滴哩，滴哩》



再听歌曲，要求同学们在第一乐段时，在位置上边唱歌边根
据歌词内容即兴加些表演动作，并在第一乐段结束时（16），
重重地拍一下手，表示第一乐段结束。第二乐段开始，要求
每个同学用老师提供的舞步，根据自己离开位置的远近，朝
自己的座位走去，并在第二乐段结束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提问：同学们，你们找到春天了吗？春天在哪里？

（出示歌词，有感情的朗诵歌词。）

跟着录音轻声地哼唱歌曲。第二乐段时，教师要提示在演
唱“嘀哩哩嘀哩??”时，要唱清楚，有跳跃的感觉。（像小
鹿跳一样。）

播放歌曲伴奏，学生演唱。

用即兴创作的方式进行问答。老师唱：“春天在哪里呀？春
天在哪里？”生答：“春天在那小青蛙的叫声里、春天在那
沙沙的小雨里??”等。

同学们，你们刚才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春天，你们唱的春
天可真美！真希望春天马上就来到身边！

播放歌曲《渴望春天》。（童声齐唱）（出示歌词）要求：
看着歌词，跟着音乐轻轻地晃动身体。

你听过这首歌吗？播放管弦乐《渴望春天》。比较和歌曲有
什么不一样？明确管弦乐和歌曲不一样，一个是以乐器合奏
为主，一个是以唱为主；两者的主旋律有相同的地方，也有
不同的地方。

复听歌曲，学生轻轻地跟着哼唱。

出示一首赞美春天的儿歌：《春天姑娘》



春天是个小姑娘，穿着满身绿衣裳，绿山绿水是花裙，桃花
为她画粉妆。又听姑咯咯笑，小溪流水哗哗淌。

请同学读一读儿歌。

复听管弦乐《渴望春天》，在乐曲的伴奏下，朗诵儿歌。

以诗引发学生对春天的联想。

聆听有关春天的诗歌、散文等。《春晓》《小豆芽芽》等。

观赏有关春天的光盘。如舞蹈《春娃》等。

1、现在春姑娘马上就要到了，同学们，我们为春姑娘送上一
件小礼物，怎么样？那，送什么好呢？对了，我们来给春姑
娘设计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吧！教师提示：小朋友们可以用合
适的色彩以及各种材料，为春姑娘设计一件衣裳。（将小朋
友分成四组，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可运用撕、添、勾、画等
多种方法，给春姑娘进行时装设计。师放音乐《渴望春天》，
小朋友"做"礼物。）

2、分组展示交流礼物，师做出评价。（在黑板上开辟一
个“‘春之裳’时装设计博览窗”，对学生作品进行展览、
点评。根据孩子设计出的颜色、图案、款式、风格特点评
出“时尚春姑娘”、“漂亮春姑娘”、“奇特春姑娘”
和“可爱春姑娘”等。）

运用“我为春天照相”、“我为春天录音”等形式，给学生
留影。用色彩、线条等创造性地“为春天作画”，在相互交
流中，学会欣赏与评价。

1.音程练习2.唱小春笋3.创编旋律

1.运用连音和非连音的唱法，来歌唱《小春笋》，从而表达



孩子们对春天的热爱和在祖国母亲哺育下茁壮成长的真挚情
感。

2.通过让学生创编旋律，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发挥学生的
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的能力。

1、重点：运用连音和非连音歌唱《小春笋》。

2、难点：唱准四、五度音程。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二.音程练习

〈设计意图：为了解决本课中识谱的难点。为了唱准四、五
度音程，采用游戏的

三年级音乐书篇六

1.能结合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探索感知音的长短。

2.通过聆听《号手与鼓手》，听辨出号和鼓的声音。

一、组织教学(略)

二、了解《号手与鼓手》

管弦乐《号手与鼓手》选自法国作曲家比捷的《儿童游戏小
组曲》，这首管弦乐组曲作于1871年，是根据四手联弹钢琴曲
《儿童游戏》(共12曲)中的五首小曲改编而成。学生通过这
首小曲，感受乐曲明朗的进行曲风格，感受并想像音乐中描
绘的号手和鼓手。

三、聆听《号手与鼓手》



1.完整地欣赏全曲。

2.复听，请学生在号手响起时做做吹鼓手号的动作，听到鼓
声响起来时做做打鼓的动作。

3.老师领头，学生排成一排，听音乐走走、吹吹、打打。

四、课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