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优秀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一

《锡林郭勒草原》是“快乐读书屋”中的一篇写景文章，语
言优美、生动，描写的是居于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
驰名中外的天然牧场——锡林郭勒大草原。课文向我们展现
了一幅美丽广阔又欢腾的草原生活图。课文脉络清晰，结构
整齐，层次分明，修辞手法多样，抓住典型景物进行描写，
画面生动，情感真切。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思考和感悟，受到情感熏
陶，获得思想启迪。根据教材特点及学生的身心特点，用课
件创设草原美景的情境，使学生们置身于其中，在良好、愉
悦的状态中读、想、说、问、议、演，从而提高学生理解和
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发展思维。

1、体会草原神奇而美丽的景象。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
想感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积累、运用语
言的能力。

3、认识本课11个生字。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的辽阔美丽。

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展开丰富的想象理解句子的`意思，体



会草原神奇而美丽的景象。

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配乐磁带、草原风景课件。

1课时。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先请同学们欣赏一首歌曲，想一想歌曲描绘的是什么景象？
（播放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看后、听后你有什么感
受，草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你想亲自去看看吗？今
天就让我们走进“快乐读书屋”，去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看
看吧！（板书课题）

2、锡林郭勒是什么意思？

锡林郭勒是蒙语，意思是有草有水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到内
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去看一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圈出不认识的字，查字典或请
教他人，多读几遍。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

2、同桌互相读文，纠正读音。

3、集体交流读书所得，了解学生自主读书情况，说说锡林郭
勒草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交流、概括出：广阔、美丽、
欢腾）

三、细读质疑，合作探究

1、细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你不懂的地方。

2、同桌讨论，共同探究。



3、默读课文，思考：你从哪里可以看出草原是“广阔、美丽、
欢腾”的？

4、小组交流、汇报。

四、集体交流，品读悟情

1、集体交流：为什么说草原是“广阔、美丽、欢腾”的？学
生从文中找出相应的段落，读一读。

2、师：锡林郭勒草原的广阔、美丽让我们流连忘返，下面就
请找出你喜欢的句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读出自己的感受。

3、结合文字，播放相应的课件：草原风景画面，让学生在有
了对文字的感受后，再欣赏真实的景观，提升对文章的感悟。

4、指生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再读给大家听（播放伴奏音乐），
师生评议。

5、把自己最喜爱的片段多读几遍，试着背下来。

五、展示歌词，读中抒情

这么美丽的草原，不仅是草原人的，也是我们的。（出示：
歌词）这是内蒙古的歌手格格玛演唱的。接下来，我们用我
们的心去读这首歌词。

全体起立，齐读：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

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彩霞。



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

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六、认识生字，会读会用

1、学生自读生字，同桌互相说一说识字的方法。

2、出示生字卡片，快速认读生字。

3、出示词语卡片，指名认读，加深对字的认知。

4、开火车认读生字。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二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欣赏女中音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体验歌曲优美抒
情的情绪以及表现的宽广美丽的草原情景，体验蒙古族歌曲
的风格。

2、初步了解、感知女中音柔和、浑厚的音色特点。

3、知道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乐于主动了解蒙古
族文化，喜欢蒙古族音乐。

1、体验蒙古族歌曲的风格

一、组织教学

师导入：看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出示大草原画面）

二、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提问：你在草原上看见什么景色？（请学生发挥想象自由
发言）

3、学生回答。

4、再听。

师：大草原多么美丽啊！如果我们生活在这里，会是怎样的
心情？歌曲中表达草原人民对草原怎样的一种感情？为什么？
（学生回答）

出示歌词，进一步了解歌曲表达的对草原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2、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水清草美我爱它。

3、彩蝶纷飞百鸟唱，草原就像绿色的海，一弯碧水映晚霞。
毡包就像雪莲话......

4、了解女中音的音色特点。提问：比较一下和女高音的音色
有什么不同？

5、介绍：女中音——音色柔和、优美、浑厚，它的音色不像
女高音那么明亮、华丽，但有一种亲切柔和，不张扬的感觉。

6、跟录像学学内蒙舞蹈的基本动作，随音乐表演。

7、请学生根据歌曲情绪，设计一些简单的伴奏音型为歌曲伴
奏分组讨论，可加入小乐器伴奏。

三、复习学过的歌曲《草原就是我的家》

要求：



演唱时声音亲切、自然。

四、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欣赏了内蒙音乐，学跳了内蒙舞蹈，在以后我们
还要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对少数民族能有更进一步地了解，
开阔我们的视野。

五、结束课堂

课后小记：

《银杯》

1、能够根据作品的情感演唱歌曲，并能背唱。

2、了解什么是“大调”“小调”“中国民歌”的概念及区别。

3、学习并感受五声调式音阶，尝试用五声音阶进行旋律创作。

能够根据作品的情感演唱歌曲，并能背唱。

钢琴、多媒体

一、组织教学

二、《银杯》歌曲教学

1、揭示课题，让学生先用口风琴进行识谱

2、学生自学时间

3、检查每个小组的学习情况：学生将歌曲完整吹奏一遍

4、抽查个别学生的自学情况



5、讨论交流学生吹奏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在小结中进行纠正。

6、可让学生提问学习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交流中进行解决

7、学生清唱歌曲旋律，问：歌曲具有怎样的情绪？应用什么
样的声音演唱

8、交流、小结：热情的、积极的声音演唱

9、再次清唱，思考：歌曲的调式？

10、复习五声调式的音阶，可用琴带，可用清唱

11、简单介绍歌曲的背景：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的一首短调
民歌。每当节日集会，招待宾客的时候，主人家便会在饮宴
的过程中载歌载舞的高唱宴歌，以示对宾客的盛情......

12、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歌曲（乐器、歌声）

三、音乐知识介绍：

1、由《银杯》的短调特性导入

2、短调：蒙古族的一种民歌。旋律优美抒情，起伏较大，表
现感情细腻，音乐结构工整。

3、长调：旋律悠长辽阔，起伏较大，情绪热情奔放。

4、中国民歌：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在
人们一代一代的口头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丰富。

四、旋律创编

1、引导学生用五声调式的各音进行旋律的创作



2、要求：八小节、4/4拍

3、学生小组活动

4、各组汇报创作的情况

5、评出优胜小组，给予奖励

五、课堂小结

六、结束课堂

课后小记：

《小黄鹂鸟》《筷子舞》

1、能用正确的情绪情感演唱歌曲《小黄鹂鸟》。

2、能用二部合唱的形式演唱歌曲。

3、能够完整、有表情地演奏《筷子舞》。

完整、有表情地演奏《筷子舞》。

用二部合唱的形式演唱歌曲。

钢琴、多媒体、学生自带的筷子等

一、组织教学

二、《小黄鹂鸟》教学

1、初听歌曲，设问：

（1）听一听，你能听出歌曲的调式吗？（五声宫调式）



（2）歌曲的演唱形式有哪些？（齐唱、轮唱两部分，但轮唱
部分基本上是原曲模仿式的卡农）

（3）歌曲的音乐风格是什么？短歌？长歌？（短调即短歌）

（4）学生听后针对以上问题与老师进行交流。

2、再次复听，感受以上所提到的调式、风格等等在歌曲中的
表现作用。

3、学生单独借助口风琴进行学习，由于轮唱部分的旋律基本
相同，因此学生学习第一声部即可。

4、全体学生随教师的钢琴伴奏吹奏第一声部。

5、随琴视唱歌谱，利用头声唱法仍是歌唱教学的重点。

6、组织学生与同桌为伴，用口风琴合作练习歌曲的轮唱部分。
要求：注意声部间的和谐与均衡，把握稳定的速度。

7、学生练习时间

9、全体同学分组进行合作表演

10、引导学生用轻快、活泼、赞颂的情绪演唱歌曲

三、《筷子舞》学习

1、先将学生分成四个声部：口风琴部、筷子部、碰铃部、手
鼓部

2、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声部自行分析谱例

3、在老师的组织下各组进行粗线条的练习



4、分组分声部各自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5、分组试奏

6、各声部进行合成

7、教师弹奏第一声部，各组进行演奏

四、课堂小结

五、结束课堂

课后小记：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三

cd音乐、cd机、练功服

民族感觉，重点动作的掌握

1、说明本节课将要接触的民族

2、对该民族舞蹈进行赏析并提问学生该民族的'动作特点

3、介绍该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动作特点
等基本知识

4、教师展示完整舞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5、分析音乐，单一介绍舞蹈动作中的重点、难点

6、强调基本位置

7、示范、讲解单一动作



8、串连动作并提问动作所属名称

9、带领学生结合音乐串连完整舞蹈

10、学生单独展示

作业：总结本次课的优劣之处，课后进行舞蹈复习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四

1．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感情

2．学习写景的语言特色。

3．学习写景顺序。

重点：课文写景语言的特色

难点：课文写景顺序的特色

一课时

这是一篇自读课，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在学生自学前提下，
结合“思考与练习”理清景物描写的顺序及景物的特点，品
味语言，并把握一些生词及多音字。

一、整体感知

1．作家作品简介

学生交流自己查的资料

教师补充：《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
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是一部形式独特的写集。其第一部写
《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52年，



作者将先后刊出的21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
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名出版，本文选自最
后一篇。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借助工具书，扫除阅读障碍。

3．基础知识训练。

4．默读课文，完成思考与练习

二、赏析课文

1．品味语言

作者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草原独特的
夏日风光。请你把你认为精彩的修辞句子从文中找出来。

2．课文采取第二人称写法，你认为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引导：

可拉近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作者不必现身说法，却能使读
者在一组组电影镜头似的画面中达到与主人公沟通的目的.，
具有身临其境的独特感受。

3．找出描写草原的句子

a．“沾满了露珠的发白的草原

b．“草地很快变干了”

c．“青草、灌木丛，周围一切顿时变暗”

--描写角度：以时间为顺序



4．学生质疑，合作解答

a．“这是怎么的呀？”有何作用？

b．“二十开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狗在黑暗中隐隐发白。”

三、作业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五

教学内容：

表演《我是草原小牧民》及相关音乐活动

教学目标：

一、情感目标：感受内蒙古歌舞的民族风格，激发学生对祖
国美好河山的热爱。

二、认知目标：能用自豪、欢快的声音演唱歌曲《我是草原
小牧民》

三、通过小组合作表演等音乐实践活动，发展学生的创造思
维能力，提高学生创造音乐美的才能和合作协调能力。

教学重点：

通过唱、舞、奏、创等音乐实践，感受内蒙古歌舞的民族风
格。

教学难点：

歌曲节奏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师生一起玩〈点名游戏〉

二、创设情境

1、过渡谈话

生：……

师：你们想不想学学？（跟师学动作）

2、表演〈我是草原小骑兵〉伴奏

师：现在我们配上音乐跳一段好吗？

3、师：说起蒙古，会让你想到什么？

生：……

3、发声练习

生：……

师：原来有马儿正向我们跑来。谁能来模仿马蹄声？（个别）
现在请你们随着琴的音高来模仿。（师指导字要唱的清晰、
带上唱歌的状态）

1 1 1 1 1 1 1 1 — ……

哒哒 哒哒 哒哒 哒哒

三、学唱歌曲



1、师：哒哒 哒哒 哒哒 哒哒，马终于走近我们了，你们听，
还传来了小牧民的歌声呢！

2、听录音范唱

师：听了小牧民的演唱，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回答

3、复听歌曲

师：让我们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再来欣赏一次。

4、朗读歌词

师：谁来按节奏朗读一遍歌词？

生：个别读（其他同学拍节奏）

不准的地方可请会读的同学纠正

师生：一起按节奏朗读歌词（第二遍加上感情轻快地朗读）

5、用la轻声跟琴学唱

6、带上歌词轻声地演唱

7、解决问题（用对比法）

师：你们演唱觉得有困难吗？（可请其他同学帮忙）注意休
止的地方

分句练唱

8、完整随琴演唱



9、师生接龙演唱

（提醒分句）

10、歌曲处理（原速演唱）

生：第二遍

师：现在就请你们带着这种自豪、欢快的心情来演唱。有信
心吗？

11、完整演唱

12、随录音伴奏演唱

四、创编活动（分打击乐、演唱、表演表现歌曲）

（一）创设情境

挤奶 摔跤 射箭 骑马

哒哒 哒哒 哒哒 哒哒 刷 刷 刷 刷

嘿— 嗖嗖 嗖—

3、节奏模拟

（分组模拟）

（二）分组排练

师：下面让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吧！我们排练一个节
目为他们助兴，怎么样？（分配任务）

（三）创作表演



1、第一编表演

师：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2、互相评价

3、再次表演

六、小结、下课

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领略了大草原的美丽风光，一起唱
唱、跳跳、动动，你快乐吗？

生：快乐！

师：这些都是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音乐就在我们的身边，
生活中到处都是音乐。希望小朋友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快乐。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六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认识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
勾勒、骏马、无限、鞭子、疾驰、马蹄、奶茶、礼貌、拘束、
举杯、摔跤。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认识草原特点。

3．按作者进入草原以后所经历事情的顺序给课文分段，概括
段落大意。

指导学生感情朗读课文。

1.按作者进入草原以后所经历事情的顺序给课文分段，概括
段落大意。

2.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认识草原特点。

一、谈话，导入新课

1．谈话：同学们，你到过草原吗？在电视、电影中见过草原
吗？谁愿意把你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北
部的内蒙古自治区有宽广无边的草原，景色优美，牛羊成群。
这篇课文记叙了作者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草原看到的
美丽景色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

2．观看《草原》电视教材，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和意境。

3．学生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

三、布置预习

1．学习生字新词，注意生字的音形义。

2．读读课文，想想作者笔下的草原是怎样的景象。

3．画出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句子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试着体会
这些句子的意思。

4．找出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四、、检查自学，质疑问难

1．读生字组词，并读读生字在文中的句子，注意正音。组词：

骏（）俊（）竣（）限（）驰（）

峻（）唆（）梭（）垠（）弛（）

蹄（）茶（）貌（）杯（）跤（）



缔（）荼（）藐（）怀（）胶（）

2．理解词语。

3．质疑问难，现在小组内讨论，交流。

五、、理清课文的线索

1．自由读课文，思考：作者初到草原和快到目的地时，看到
草原景象是怎样的？

3．交流、整理：

（1）草原美景

（2）欢迎远客

（3）亲切相见

（4）热情款待

（5）联欢话别

六、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和词语。

2．熟读课文。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1、联系上下文想象理解句子的意思，体会草原神奇而美丽的
景象。



2、感受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广阔美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培
养学生积累、运用语言的能力。

3、培养学生想象创新的能力。

教学重点：感受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辽阔美丽，有感情的朗读
课文。

教学难点：联系上下文想象理解句子的意思，体会草原神奇
而美丽的景象。

教学用具：挂图.

一、揭题，导入新课

同学们看过草原草原吗?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一同到我国内
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感受草原的辽阔和美丽.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思考：课文主要讲什么?

三、自由读文

要求：(1)读准课文后生字字音以及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把课文读正确，通顺。

四、学习生字词

五、自由读，初步感受草原的美丽，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六、作业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上节课，我们初学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留给你的是



什么样的感觉?

2、引：哪一个自然段让我们感受到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广阔?

1、自由读第二自然段，想想从那儿感受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是
广阔的，再和小组的同学一起讨论讨论。

(1)(蓝天底下，满眼绿色，一直铺向远方。从这儿能感受到
草原的广阔，无边无际，而且都是绿色，很美。)

除了广阔，还感受到了什么?(美丽)[板书]

读出你的感受来。

(2)(山岭上，深谷里、平原上，覆满了青青的野草，最深的
地方可以没过十来岁的孩子……)

说说自己的理解。

指名读.

再读读这两句，读出大草原的广阔与美丽来。(有感情的朗
读)

还能从哪儿感受到草原是广阔美丽的?

(3)(高低不平的草滩上，嵌着一洼洼清亮的湖水，水面映出
太阳的七彩光芒，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宝镜一样。草原的湖水
很清亮，像宝镜一样。在草滩之中，嵌着一洼洼清亮的湖水，
水面映出太阳的七彩光芒，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宝镜一样。)

水面映出了太阳的七彩光芒，想想还映出了什么?

(展开想象：映出了蓝天白云的倒影;映出了小草那绿油油的
身影;映出了牛羊喝水的身影。)



我们再读读这一洼洼清亮的湖水。

除了青青的野草，像宝镜一样的湖水，还有什么呀?

(4)(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花。有鲜红的山丹丹花，粉红的牵牛
花，宝石蓝的铃铛花，散发着阵阵清香。不光有绿色，还有
其它花的颜色点缀着，还散发着清香，这里的景色真美。)

这里抓住哪几个方面进行描写?

2、师范读。

3、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些什么?4、学生自由读

5、指名读，感受广阔美丽

6、小结。

1、我们知道草原不仅是广阔美丽的，而且还是个欢腾的世界。

2、轻声读读第4自然段，想想是因为有什么，才使锡林郭勒
大草原成为一个欢腾的世界?

(1)训练学生用因为……所以……说话。

(2)小组同学连起来说说。

看到了大草原广阔美丽的景色，感受到了草原是个欢腾的世
界，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些什么?(表达喜爱之情)

(联系课文内容，表达自我感受)

文档为doc格式



草原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八

一、知道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乐于主动了解蒙
古族文化，喜欢蒙古族音乐。

二、能够根据《银杯》及《小黄鹂鸟》的情感演唱歌曲，并
能背唱《银杯》；能用独唱的形式演唱《银杯》，能用二部
合唱的形式演唱《小黄鹂鸟》。

三、聆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天堂》及《万马奔腾》，
感受体验蒙古族歌曲的风格；能够辨别马头琴的音色。

四、学习并感受五声调式音阶，尝试用五声音阶进行旋律创
作。

1、继续训练用和谐自然的声音演唱二声部歌曲。

2、学习五声调式，并进行创作。

：四课时

我们平时过节都是怎么过的呀？（学生自由讨论）

1、歌曲简介：它是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的一首短调民歌。每
当节日集会、招待宾客的时候，主人家便会在饮宴的过程中
载歌载舞地高唱宴歌，以示对宾客的盛情。通常，宴歌的歌
词多为珍重友谊、尊老爱幼、提倡团结的格言警句。

2、聆听《银杯》，让学生初步感受歌曲旋律。

3、请学生跟着录音视唱歌谱。

4、老师伴奏，带着学生演唱歌谱。



5、完整的演唱歌谱。

6、自由朗读歌词。

7、把歌词带进歌谱中试着演唱。

8、老师随机纠错，指导。

9、完整演唱。

1、让学生自由学习蒙古族的问候语及动作。

2、创设情境，随音乐进行蒙古族关节的情景，让学生充分体
会气氛。

1、聆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要求感受其情绪、风格。

2、学生自由讨论、交流，并提出在音色上与我们平时听到的
女声演唱的不同之处。

3、对比聆听《天堂》，请学生思考，与上一首歌曲在风格、
情绪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指名回答，并让学生跟着音乐的第一、二乐句划旋律线再
次感受。

5、再次完整聆听音乐。

1、复习蒙古族的问候语及形式。

2、谈话：我们前节课学习了蒙古长调民歌——《银杯》，那
么长调与短调有什么区别呢？（请学生复习长调与短调的含
义，找出不同支出），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蒙古歌曲《小
黄鹂鸟》，看看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



1、老师范唱、初步聆听，学生感受旋律并判断它属于长调还
是短调。

2、简单介绍歌曲。

3、让学生跟着录音，视唱歌谱。

4、老师伴奏，学生演唱歌谱。

5、自由朗读歌词。

6、师生共同交流、讨论如何读歌词才好听。

7、把歌词带进歌谱里，试着演唱。

8、随机纠错。

9、完整演唱。

1、找出《银杯》与《小黄鹂鸟》共同采用的音符。

2、即兴创作旋律。

筷子舞是流行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一种民族舞蹈。这
种舞蹈多在喜庆的节日里由男艺人做单人表演。表演时，演
员右手拿一把筷子，用半蹲的姿势边唱边跳舞。舞动时，用
筷子敲击手掌、肩部、腰部、腿部，有时还旋转着敲击地面。
通常，舞蹈的节奏会由慢到快。总之，这种舞蹈具有节奏性
强、情绪热烈欢快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