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课教案小学(精选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一

（一）显性内容与目标

应知：回忆童年，观察童年的生活，感受童年的快乐。

应会：会表达自己对童年生活的感受，会描述不同时期童年
的生活情况，学会通过观察童年题材的艺术作品，体会不同
艺术表现形式的魅力。

（二）隐性内容与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下孩子
的童年都有各自的特点，培养学生珍惜现在美好童年生活的
情感。

（一）重点：

1.通过欣赏，感悟不同历史时期童年生活的差异性。

2.认识中国画、油画、木雕、摄影等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体
会不同表现形式带给人的不同美感。

3.描述童年的生活内容及自己对童年的理解，感受作品的思
想内涵。

（二）难点：不同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及对艺术作品相关



历史背景的了解。

（三）学习材料：童年图片资料等。

（一）创设意境

欣赏有关童年的摄影作品。认识摄影作品。回忆自己童年生
活中的幸福往事，感受幸福。（回忆童年趣事这个环节，是
放在课堂中的前置作业。一般常规教学，则是提前一课布置
学生的前置作业。）

设计意图：回忆童年，观察童年的生活，感受童年的快乐。

（二）互动探究

课件出示各种不同形式的童年主题的美术作品。分析欣赏。

设计意图：认识中国画、油画、木雕、摄影等不同艺术表现
形式，体会不同表现形式带给人的不同美感。

布置小组讨论：

1、你最喜欢哪一件作品？能猜出它是用什么方法绘画或制作
的吗？

2、你能看出作品中发生的故事吗？

设计意图：描述童年的生活内容及自己对童年的理解，感受
作品的思想内涵。

3、如果与自己的童年做对比，你有什么感受？

设计意图：感受不同时代孩子的童年生活。

通过欣赏，感悟不同历史时期童年生活的差异性。



分析欣赏《流民图》。

讨论：

1、这些孩子的表情怎么样？他们渴望什么？

2、这些孩子穿什么样的衣服？

3、他们的身体状况又是什么样的？

设计意图：会表达自己对童年生活的感受，会描述不同时期
童年的生活情况，学会通过观察童年题材的艺术作品，体会
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魅力。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下
孩子的童年都有各自的特点，培养学生珍惜现在美好童年生
活的情感。

通过本教学环节，突破难点，认识不同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特
点及对艺术作品相关历史背景的了解。

（三）综合建构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对自己的童年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设计意图：更深一步感受童年的快乐。

（四）拓展

欣赏有关贫困地区儿童童年的摄影作品。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珍惜现在美好童年生活的情感。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二

学习目标：



1 进一步学习演唱二声部歌曲《白鸽》，完整表现歌曲。

2 欣赏歌曲《哦，十分钟》，体验音乐带给人们的欢快情绪。

重点难点：欣赏歌曲《哦，十分钟》，体验音乐带给人们的
欢快情绪。

课前准备：音乐磁带、录音机 各种打击乐器(沙槌、三角铁、
响板等)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引导学生齐唱歌曲，注意要表现出这首歌曲的欢快情绪。

2、分小组进行二声部的轮唱。

3、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设计不同的演唱形式。

二、欣赏

1、讨论

同学们，你们的课间十分钟是怎么度过的?(引导学生讨论)

2、初听

提问：歌曲描述了什么内容?它的音乐情绪是怎样的?

3、复听

教师出示歌词，引导学生小声的哼唱歌曲。

4、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歌曲的伴奏下，来跟更好的



表达歌曲情绪(如舞蹈、自选打击乐器等方式)

三、小组竞赛

每个小组设计一种的表演方式来表现歌曲的情绪，看那个小
组表现的。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歌曲，让学生能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歌唱。

2、通过演唱歌曲，使学生敢在同学面前大胆自信有感情地歌
唱。

3、以审美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幸福美好生
活的情感。让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文化内涵，并用积极的态
度参与音乐活动。 教学重点：

能够让学生能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

理解歌曲的文化情感内涵，对其进行创作与表演。

教学准备：

电子琴、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播放春晚版的《难忘今宵》(播放完毕后，大家觉得春晚的这



最

后一道菜怎么样啊?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首歌)

二、目标展示

1、通过学习歌曲，让学生能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歌唱。

2、通过演唱歌曲，使学生敢在同学面前大胆自信有感情地歌
唱。

3、以审美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幸福美好生
活的情。

三、自主学习

1、了解作者

2、视唱(试着演唱歌曲的谱子)。

3、体会歌曲的歌词大意。

四、展示质疑

学生通过自己视唱，找出自己不会唱的乐句。然后教师教唱
解决。

五、合作探究

1、作者简介：乔羽词，王酩曲。重点了解乔羽：山东济宁人，
作品有《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
《牡丹之歌》、《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等，
均获全国大奖。

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干什么呢?“神州万



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写到这里，我很痛快地舒了
一口气，我觉得有了这几句话，这首歌的价值也就出来了，
转而又想，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吉祥的一个夜晚，再来一段
吧!“告别今宵”就是这么简单，《难忘今宵》诞生了。凌
晨5点，乔羽把稿子交给黄一鹤派来的一位编辑。一首歌词在
两小时内完成，这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3、学习歌曲

教师弹伴奏，学生演唱歌曲。在学生歌唱的过程中解决学生
在演唱中出现的问题。重点是

六、点拨提升

结合歌曲产生的背景及创作手法来处理歌曲感情

1、歌曲中大量运用十六分音符，表达人们内心的激动，不能
平静

2、人们在大年三十晚上都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共同祝愿祖国好。
所以大家要怀着一种祝福祖国的激动的心情来演唱歌曲。

七、课堂检测

调整情绪跟伴奏完整演唱歌曲。

八、课堂升华

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用歌声舞姿再次表达内心的诚挚之
情：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祖**亲明天更美
好 (播放多媒体课件影音图像《难忘今宵》同学们一起跟着
演唱，在歌声中下课)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四

听音乐进教室：(多媒体播放《爱我中华》)

1、导言：

2、初听：

(鼓励学生欣赏乐曲后，根据感受发表自己见解：热烈、奔放、
欢快、载歌载舞……)好，就让我们一同领略用如此炙热的音
乐语言来倾吐心声的民族，有着怎样灿烂的民族文化，请同
学们通过彝族人网查找关于彝族节日、民歌、舞蹈方面的资
料。(学生上网查找资料，教师播放《快乐的啰嗦》)

3、学生分组汇报，教师总结：

a.、节日：插花节、植树节、祭龙节、赏花节、火把
节……(多媒体播放火把节盛况) b、民歌：叙事歌、山歌、情
歌、儿歌。(学生复习演唱《彝家娃娃真幸福》) c、舞蹈：阿细
跳月、打拽舞、烟盒舞。(舞蹈队学生演示基本舞步) d.乐器：
巴乌、唢呐、月琴等30余种。(一学生用琵琶演奏《快乐的啰
嗦》)

4、复听：

我们在对彝族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之后，请同学们在来欣赏这首
《快乐的啰嗦》，同时分辨一下这首乐曲可分为几段?(听的
过程中用身体表现音乐。)

5、分段听：

a、教师出示主旋律，并请学生分辨其在第一乐段中出现了几
次? b、感受下一乐段，通过不同方式感受变化。 c、感受三乐段
在力度，速度上的变化。 d、用a.b的形式表现音乐。



6、请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现喜欢的乐段：

同学们，今天的课让我们走近了彝族，更走近了彝族的音乐
文化，相信那炙热豪放的音乐语言深深地打动了你、我以及
在场的各位领导、老师，今后我们还要利用各种机会，更多
的探究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把民族音乐发扬光大!

四、师生再见：(多媒体播放《爱我中华》)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五

一、学唱歌曲《土拨鼠》。

二、综合训练：三声部和唱片段。

三、欣赏：《欢乐颂》、简介贝多芬。

一、启发学生运用柔和、连贯的歌声和悠长、平稳的气息，
唱出歌中主人公对土拨鼠的爱怜、亲切的情感。

二、初步接触三声部合唱，要求保持音准和节奏整齐。

三、通过本课歌曲和欣赏曲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德国音
乐大师、交响乐之王贝多芬的生平、作品。

一、贝多芬画像。

二、《欢乐颂》器乐独奏、交响乐中重唱、合唱、管弦乐合
奏录音带。

三、录音机。

课时计划：三节。(歌曲、综合训练二节，欣赏一节)

教学内容：



一、综合训练(十七页中)第一、三声部。

二、学唱歌曲《土拨鼠》。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歌曲《转圆圈》。

1、用《转圆圈》乐曲进行二部视唱练习。

2、无伴奏合唱，教师指挥。重点：两个声部的音准与和谐。

3、随伴奏合唱。重点：速度、力度的变化以及表情的调动。

二、综合训练(十七页)

1、内容简述：这是一条三声部发声练习曲，选自捷克作曲家
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三乐章第一呈示部主题。这
个主题原是一首捷克名歌，名为《念故乡》，是反映流浪在
外的游子思念故乡亲人、期盼回到故乡的一首歌曲。

2、教师范奏(范唱)第一声部旋律。

1=bb 4/4

3、集体视唱第一声部旋律。

4、哼鸣第一声部旋律。

5、教师范奏(范唱)第三声部旋律。

1=bb

6、由学生们唱第一声部，教师唱第三声部的二部视唱，要求：
力度稍弱、速度稍慢、平稳，唱时一定要注意自己声部的准



确、清晰，还要注意倾听另一声部。

7、教唱第三声部旋律。

8、将学生分成两部分(可对半分)，进行两部视唱。

9、在二部视唱基础上的二部哼鸣练习，注意音区的变化而引
起力度的变化。

三、学唱歌曲《土拨鼠》。

1、歌曲简介：这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在1789——1792年与家
乡波恩创作的许多歌曲之一。当时人们有随身带土拨鼠到处
流浪的风俗习惯，就好比现代人在家中养狗、猫，并带他们
外出游玩一样。这是一首表现流浪汉与土拨鼠相依为伴的歌
曲。

土拨鼠，旱獭。

2、初听演唱录音。

3、6/8拍弱起节奏的练习。

4、视唱曲谱。

注意，带弱起的乐节(二小节为一乐节)、乐句(四小节为一乐
句)，在乐节、乐句处须用急呼吸换气。

5、按乐曲节奏读歌词，体会乐句与词的关系，找出并标出换
气位置。

6、练唱歌曲。

注意前两句与后两句力度上的对比。



7、齐唱《土拨鼠》。

四、作业：

1、视唱《土拨鼠》乐谱。

2、用竖笛吹奏这个旋律。

下课。

课后记：本课三声部合唱片段中的第二、三声部是从属性质，
主要以构造和声背景为目的，让小学生轻声哼鸣的同时，注
意倾听整体音响效果。另外，当唱“啊”时，力度自然加强，
不需要有意突出这个力度。

教学内容：

一、综合训练：(第十七页)三声部合唱片断。

二、歌曲《土拨鼠》的演唱、处理。

教学过程：

一：复习歌曲《转圆圈》。

1、分声部视唱。

2、二部视唱练习。

3、二部合唱。

二：综合训练(第十七页)。

1、按第一课时的声部划分，分声部练第一、三声部的视唱。



2、第一、三声部的二部视唱练习。

3、用哼鸣的方法哼唱第一、三声部的二部合唱。

4、从第三声部的学生中抽四——六人，视唱第二声部。

5、第一、二声部的二部视唱练习。

6、第二、三声部的二部视唱练习。

7、三个声部的三部视唱练习。

8、三个声部的三部合唱哼鸣练习，注意调整力度和速度。

9、条件较好的班级，用竖笛合奏这个三声部合唱片断。

10、欣赏：《故乡的亲人》(第五十七页}，注意体会想念故
乡、思念亲人的那种忧伤心情。

三：《土拨鼠》的演唱、处理。

1、问答：《自新大陆》中的主题《念故乡》、美国歌曲《故
乡的亲人》与《土拨鼠》在内容和情绪上有什么共同之
处?(都表现了游子飘零他乡的孤独、凄凉和对故乡亲人的思
念之情)。

2、唱一遍歌曲旋律，要求学生区分歌曲的两个段落，并说出
它们在旋律和情绪上的异同。(前一段旋律平稳，感情比较平
静，后一段旋律上行，情绪显得较激动)。

3、朗诵歌词，请学生指出语气最为强烈的地方，(啊，土拨
鼠)，对照旋律(全取曲最高音“3”处)，确定歌曲的高潮所
在。

4、讨论：应如何运用力度来表现这个高潮部分?(用较强的力



度)，整句是否都用较强的力度?(应随旋律的起伏而作强弱的
变化)。高潮部分出现了两次，是否可以在力度上做一些不同
的处理?(前一个高潮部分力度较强，抒发对土拨鼠十分钟爱
的强烈感情;而后面的高潮音则用较弱的力度来表现无可奈何
的心情)。

在讨论中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方案都可以试一试，唱一唱，让
大家进行比较，再得出结论。

5、有表情地演唱这首歌曲。

6、用竖笛练习吹奏这首歌。

四：小结本节课学习、练习情况。

下课。

课后记：《土拨鼠》这首歌的两大特点：一是6/8拍(3/8
十3/8)，二是每句都从小节的第六拍弱起。启发学生意识到
这两点，再去感觉基本节奏，自学起来会很方便。

教学内容：

一、复习、巩固前两课时学习内容。

二、欣赏：《欢乐颂》，简介贝多芬。

较具准备：

一、贝多芬像。

二、录音机。

三、用电子琴演奏的《欢乐颂》录音;用童声合唱的《欢乐颂》
录音;用重唱、合唱、管弦乐演奏(唱)的交响乐片段录音。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第十七页)三声部发声训练，《念故乡》片段。

(1)、三声部的视唱练习。

(2)、竖笛合奏练习。

2、抽唱歌曲《土拨鼠》。

3、抽学生用竖笛吹奏《土拨鼠》。

小结、过渡：

这是贝多芬的一首小品、他还创作了许多内容更深刻、规模
宏大的大型作品。

关于贝多芬的简介，参看课本第二十一页。

二：贝多芬经典名作片段欣赏。

1、交响曲：

(1)《命运》(贝五)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2)《田园》(贝六)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2、奏鸣曲：

(1)《月光》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题主题。

(2)《热情》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主题。



(3)《春天》f 大调小提琴、钢琴第五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3、歌曲：

(1)《土拨鼠》a、用电子琴演奏的。b、童声合唱的。

(2)《欢乐颂》a、用电子琴演奏的。b、童声合唱的。c、交响
乐(贝九)第四乐章重唱、合唱片段。

4、另外欣赏童声合唱《念故乡》。

三：边听边想

1、再听《欢乐颂》片段，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如：兴
奋、热烈、雄壮、宏伟、激奋……)。

2、引导学生们将《欢乐颂》与《土拨鼠》从情绪、力度、速
度、结束音、色彩等方面进行比较，填入下面的表格中。

《欢乐颂》 《土拨鼠》

情绪 热情、欢(明)快 忧伤、低沉

力度 强 弱

速度 快 慢

结束音 1 6

色彩 明亮 暗

3、用以上比较法将本节课所欣赏的八首作品归纳：

(1)《欢乐颂》类：《热情》、《春天》、《田园》及《命
运》。



(2)《土拨鼠》类：《月光》、《念故乡》。

4、齐唱《欢乐颂》、或吹奏。

简单小结课堂学习情况。

下课。后记：通过对比，让学生懂得同是贝多芬的作品，整
体上感觉反差很大。不同音的使用(特别是结束音)所造成明
暗效果是不同的。这也说明使用某些音或节奏、速度、力度，
可以反映某些特别的效果。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六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课堂实践活动来配合欣赏教学,从
而更好的达到课堂教学的目的和效果,所以需要配备多媒体设
施的教室,桌椅的摆放要预留出一片开阔的空间为课堂实践活
动做准备.

二教学目标

（一）欣赏管弦乐《马刀舞》,古钢琴独奏《小步舞曲》.通
过迥异的风格对比讨论分析不同风格的音乐描绘的是怎样不
同的场景,利用哪些元素来表现出不同的场景.

（二）欣赏的过程中利用音乐软件辨别管弦乐的演奏乐器,通
过舞蹈的形式体会小步舞三拍子的音乐特点.

（三）在《马刀舞》中感受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在《小步舞
曲》的舒缓典雅中翩翩起舞.

三教学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两首乐曲的特色欣赏与对比分析

（二）教学难点:课堂实践活动中三拍子的小步舞与《小步舞
曲》音乐的节拍要

四、教法、学法分析

《跳起来》是一节生动有趣的欣赏课,四年级的学生欣赏能力
正处于萌芽状态,所以本节课以学生“自主讨论探究”为主,
老师“知识情景引导”为辅,通过老师的情景引导,语言提示
让学生去发现欣赏过程中的亮点.在欣赏过程中采用不同角度,
不同方式的体验欣赏教学方法,《马刀舞》从单纯音响和现场
演奏两个角度去欣赏,不同的欣赏效果对比非常明显,更容易
使学生理解乐曲,《小步舞曲》从听音乐欣赏到以舞蹈的形式
来体会乐曲,使学生融入到音乐当中,感受乐曲的魅力所在.
《马刀舞》欣赏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管弦乐的知识,以对乐曲的
听觉记忆为线索,共同探讨总结所听到的乐器,老师对其进行
整理,将知识点慢慢具现化,由讨论到总结到梳理层层进行,加
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记忆.《小步舞曲》以舞蹈活动为主,老
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师生共通过合作,老师来领舞带动全体学
生,舞蹈的同时,用肢体与综合感官来理解音乐.最后全体学生
共同讨论欣赏后的对比总结,让学生从老师的引导中渐渐独立
能够把自己在欣赏中的所感所想进行总结.

五、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整合点

1.以描绘战场的视频资料导入,激烈的战争场景与教学内容主
题相契合,更好的

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产生兴趣.

2.以音频与视频两个角度去欣赏音乐,单纯的音频资料熟悉音
乐,演唱会的音响将音乐立体的展现给学生,加深记忆和理解.



3,利用ppt文件,展示管弦乐队的整体画面,使学生有一定印象,
利用动态的动画图片构成管弦乐队的缩略图,将管弦乐的分布
简化,使学生能系统的记忆其分组,利用textbook软件为学生
展示乐队中的各组别的演奏乐器,既能展示乐器外形,又能聆
听乐器的音色,加深学生的记忆,拓宽学生音乐视野.

六、课后总结与反思

本节课内容较多,所以在课堂环节的分配和时间的把握上老师
要仔细的拿捏,虽然,两首都是舞蹈音乐,但是《马刀舞》节奏
太快,不适合学生进行舞蹈配合,所以尽量用《马刀舞》提升
课堂气氛,小步舞的教授要分步,由易到难,由单人,到双人配
合,建议将该课分为两个课时.

音乐课教案小学篇七

教学目标：

1.听赏小提琴独奏《大海》，让学生能够听辨“独奏”这一
形式。

2.歌曲，并能基本掌握力度“f”及渐强、渐弱在歌曲中的表达。

3.歌曲对比，让学生领悟不同歌曲的情感处理。

4.歌曲《大海》，让学生能感悟词曲中蕴含的“美”。

重点、难点：

1.f”，及渐强、渐弱的在歌曲中的表达。

2.学生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情感表达。

媒体准备：多媒体、钢琴（电子琴）、录音机、打击乐器等。



课时分配：一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组织练习：

听音乐做动作，按位置坐好。

二、导入新课：

2.听读读，感受歌曲旋律。

（1）师：大海那么美，我们安静欣赏一首独奏曲《大海》。

师：播放小提琴独奏《大海》，请安静地闭上眼聆听（并说
其旋律特点，出什么乐器演奏。）

（2）出示大海歌词，请同学加上伴奏音乐有感情的轻声朗诵。
（展开对大海的描述，感觉语言美。）

（3）展示大海的有关图片，欣赏大海的美。

3.学唱歌曲。

（1）用：“呜”来模唱一下这首歌曲旋律。（可要求学生做
一些身体摇摆等的动作表现曲子的优美，积累三拍子的感觉。
）

（2）可用手模仿海螺的形状，再用“呜”吹出歌曲旋律。
（注意要轻点，优美的感觉）

（3）根据歌曲的旋律画出旋律线，例如：波浪形……(请学
生用手模仿画线来感受旋律的美。)



（4）把歌词加在旋律里唱一唱。

（5）听录音范唱，要求学生轻声范唱。

（6）学生跟琴范唱歌曲

4.游戏。

（1）回声的游戏。师：海浪是怎样冲上岸的呢？冲上来的声
音很大，退回去的声音很小……（像回声）老师唱前一句，
生接后面一句。交替做“回声”的练习。

（2）为歌曲伴奏。师：浪花的声音是怎样的？怎样表示合适
些？（引导学生用纸抖动的声音来模仿海浪的声音效果，）
师：请你们抖动纸的声音为我伴奏好吗？（注意倾听个声中
的强弱和乐句的韵律。）

6.图画表现大海的美。老师有很多材料，（蓝色的绸布，海
鸥，小鱼，海船。。。。）请同学上来给我设计，拼贴出一
幅美丽的大海图画。

三、小结

作业布置：复习歌曲

板书：课题《大海》

美丽大海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