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 八年级音乐
下学期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教案(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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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街头少年》

【教学目标】

1、欣赏童声合唱《街头少年》。

2、了解作曲家比才。

【教学过程】

1、导入

可由学生简介歌曲背景。

2、欣赏歌曲《街头少年》

（1）出自完整听赏。

（2）欣赏并学唱主题a。

（3）欣赏并学唱主题b。

（4）完整欣赏歌曲。



3、简介作曲家比才

4、复习比才创作的其他乐曲

（1）复习、欣赏《间奏曲》

（2）复习欣赏《小步舞曲》

5、再次完整欣赏《街头少年》

《第六单元告别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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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2、了解“信天游”。

3、中国民歌的体裁类别：山歌与号子。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欣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歌，感
知和体味我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丰富多彩的民歌作品，
扩大艺术视野。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欣赏、演唱，对比分析等音乐实践活动，感受不同地域
的人文风情与音乐特点；感受到优秀的音乐文化源头是扎根
在人民大众之中的。



3、知识与技能：

了解民歌的'基本概念和山歌、号子、小调三种体裁类型及特
点。

【教学重点】

感知和体味民歌的基本概念和山歌、号子、小调三种体裁类
型及特点，感受到优秀的民歌来源于生活，是在人民大众之
中产生的。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积极投入音乐实践活动。

【教学过程】

播放小提琴演奏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学生进入教室。

感知与体验

一、导入

出示三幅图片，欣赏教师钢琴弹奏一段民歌主题片段，音乐
表现了哪张图片上的内容?

说明：“听是学习音乐的重要途径”。通过教师富有感染力
的演奏，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能引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强
化审美体验。熟悉主题旋律，为后面欣赏原生态的歌曲作铺
垫，能让学生立刻进入到当地的音乐风格中。

二、赏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欣赏阿宝演唱的这首歌曲的第一乐段，感受这段歌曲的风
格特点。



2、知道“信天游”，通过选择准确的词语概括“信天游”的
风格特点。

3、了解“山歌”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4、师生跟着钢琴哼唱歌曲的第一乐段。

5、欣赏视频。

思考：这段歌曲分为几个乐段？

感受这段歌曲第二部分“一领众和”的风格特点。

6、了解“号子”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7、熟悉主题（第二乐段片段）：请看着谱例，演唱主题旋律。

说明：整首民歌由两类音乐体裁创编而成，在了解基本概念
与特点之后，通过领唱与合唱的形式，表现和体验“号
子”“一领众和”的特点，帮助学生记忆与掌握不同民歌体
裁类别的风格特点。

8、学生即兴创编“号子”.

模仿劳动号子的形式，创编情景，并用“一领众和”的方法
演绎出来。

三、课堂小结：

民歌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歌曲，它在广泛流传的基础上不
断发展，成为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民歌反应的内容与人民生
活及地方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形式简明朴实，曲调短小
生动，易唱易记。

人们在民歌的口头传唱中加入了当地的方言、语音语调，这



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内容，让民歌传唱得更广，更多姿多
彩！多听民歌、多唱民歌，去探索、发现和保护色彩斑斓的
世界民族音乐瑰宝，通过民歌来继承传统文化，表达出我们
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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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路：

甘美兰音乐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东方音乐之一，可对我们中
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作品。如何突破学生对作品的陌生
认识，消除学生的距离感，从而在45分钟内乐意体验、理解
音乐的情感内涵及作用，是实现本节课教学目标的关键。在
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指导思想下，以体
验音乐与综合艺术为出发点、探究音乐表现手法为切入点、
创作与表演为兴奋点，消除学生对作品的距离感、调动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充分营造师生平等、和谐共同探讨的课堂氛
围，达到真正实现新课程“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教学目标，
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形式上。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的体验
和学习，初步认识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对世界
音乐的兴趣，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

2．知识与技能：通过探究，让学生初步了解形成甘美兰音乐，
认识学习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意义。

3．过程与方法：收集、展示、探究、体验、思考、创作。

重点难点：

感受、体验甘美兰音乐的风格特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观赏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风光，初步感受音乐特点。（巴厘岛
上四季草木青翠，山花烂漫，更有众多的庙宇，迷人的海滩。
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度假乐园、世界级的游览胜地。）

设计意图：通过对孕育甘美兰音乐的印尼的地理、人文、风
光、民俗的介绍，吸引学生的关注力。

二、交流、体验、探究

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

1．聆听音乐片段，谈感受。设问：你觉得该音乐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生谈感受。音色多样，情绪欢快，打击乐器以敲
打的方法演奏。）

设计意图：第一次聆听音乐，感性认知音乐特点。

2．学生展示归纳分析印尼甘美兰音乐资料，教师点评补充。

设计意图：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
能力。

3．聆听印尼甘美兰音乐《班内》，探究甘美兰音乐风格特点
的表现手法，挖掘音乐情感内涵及其作用。

设问：运用了哪些音乐的表现手法来塑造音乐的风格特点呢？
（节奏欢快；多线条旋律；音响层次丰富，难以捉摸，充满
了神秘色彩。）

设计意图：第二次聆听音乐，提出问题，让学生从感性认知
提升到理性认识。



甘美兰音乐在印尼巴厘岛文化中属于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巴
厘岛人想要保持灵性进化，不受轮回之苦，不为「来生」的
修行可能因为疏忽而随时停止，因此，会借由大、小庙会仪
式，献上舞蹈和音乐以款待神明。实际上也可以说正是当地
的宗教社会环境，赋予了甘美兰音乐神圣、空灵的内涵，借
助复音层叠、循环曲式、特殊音调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演绎形
式，起到了释放身心、净化心灵的作用。

设计意图：层层深入的体验与探究，感性认知结合理性认识
进行分析，挖掘音乐的情感内涵及其作用，认识塑造这样音
乐风格的目的。

4．观赏巴厘岛舞蹈片段，感受甘美兰音乐是与舞蹈混生发展
的一种艺术。

（1）视频欣赏：巴厘岛舞蹈片段。

（2）师生共同讨论分析音乐与舞蹈特点：宗教色彩浓郁。

三、甘美兰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1）印象派德彪西的《大海》----复音层叠，一系列单线条
运动的旋律以及节奏、音区和音色的变化浑为一体，造成一
种朦胧宁静的效果。

（2）简约派------循环曲式，重复是简约派音乐最为鲜明的
基本特征。同一节奏片段，有限几个音的音高变化，不断反
复。

设计意图：了解甘美兰音乐的魅力及其影响，进一步让学生
认识学习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意义。

四、思考



从社会的角度,说说甘美兰乐队的音乐体现了印度尼西亚人的
哪种精神理念?

设计意图：引发学生思考，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小结：有人说喜欢朋克摇滚是年少轻狂的愤怒与发泄；喜欢
民谣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憧憬与彷徨；喜欢爵士音乐是小资情
调的懵懂和向往；那么，尽情感受和体验包括印尼甘美兰的
绚丽的世界音乐，则宛然海纳百川的坦荡与释放。这些披着
神秘面纱的民族音乐之花在世界文化骄阳的沐浴下盛开，怒
放，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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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雨之歌》。

1.朗读课文，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并加以评析。

学生交流自己的见解。

2.理解文章丰富的内蕴。(学生讨论、交流、朗读)

明确：风情雨态是难以描摹的，更何况所写的并非是在特定
情景中的某一场雨。作者在短短的篇幅中描绘了种种的雨：
轻轻洒下的，如金线泻地，珍珠抛落;伴同雷电而来的，瓢泼
而下，疗救饥渴的大地;叮咚作响的，轻叩着人们的心扉。

作者借助丰富的想像，艺术地描绘了“雨”的生活，借写雨
来赞颂人类情感之中最美好的感情——爱，并借以袒露诗人
自己仁爱博大的襟怀，表现出对人生的思考。

作者是在写雨的精魂，而精魂离不开形体。诗歌从形体描摹
入手，从与各种各样外物的关系中展开，不求工巧，从一枝
一叶中让人想见全貌。如第四节写雨在云彩和田野间传信，



天低云暗，雨丝绵绵，似乎把云彩与田野连结起来了，雨静
风止，云淡了，龟裂的土地平复了，确实如“这位干渴难耐，
我去解除;那位相思成病，我去医治。”“雨”是旷达的，对
于自己的放逐，虽然有过泪，但它明白。“尘世人生也是如
此：开始于盛气凌人的物质的铁蹄之下，终结在不动声色的
死神的怀抱。”对“死”的淡然态度，把“死亡”看成是必
然到来的结局，因此甘于牺牲自己，造福万物。

四、口头仿写训练：

朗读《浪之歌》第五节“曾有多少次，当美人鱼从海底钻出
海面，坐在礁石上欣赏星空时，我围绕她们跳过舞;曾有多少
次，当有情人向俊俏的少女倾诉自己为爱情所苦时，我陪伴
他长吁短叹，帮助他将衷情吐露;曾有多少次，我与礁石同席
对饮，它竟纹丝不动，我同它嘻嘻哈哈，它竟面无笑
容。……”

要求运用“曾有多少次，当……时，我……;曾有多少次，
当……时，我……;曾有多少次，我……”句式来说一段话。

学生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学生说话要有一个中心，前后连
贯，衔接自然。

五、拓展阅读：

教师向学生推荐纪伯伦《组歌》中其他三首：美之歌幸福之
歌花之歌，要求学生用旁批的形式写下自己的短评，并摘抄
散文诗中的佳句。

以下是《花之歌》原文：

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去，又收回去，把它藏在心
间，然后又说一遍……



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茵中。

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
我昏昏睡去。

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
者最后的祭献。

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群鸟一起为它
送行。

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
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
对我察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无比的独眼向我凝视。

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
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不顾
影自怜，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会。

六、小结：

在《浪之歌》里，海浪是一个博爱者的形象，是世间种种美
好事物的守护者。在《雨之歌》里，雨是一个奉献者和使者
的形象，它滋润万物，也把距离遥远的事物联结起来。它们
都为世界美好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
影子;也可以体会到诗人的人生价值观正闪耀最纯朴的人性的
光辉。

八年级音乐下学期《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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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册音乐教学计划

一、学生情况分析

八年级学生喜欢音乐，音乐素质较好，在歌唱方面较突出，
但偏爱流行音乐，要正确引导。八(1)这几个班学生相对来说
上课较认真，学习主动较教高，学习兴趣较浓，而其他班级
有待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二的学生在经过前阶段
的学习，对初中音乐教学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本学
期要继续加强他们对音乐知识的了解，扩大他们的音乐视野。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从绿色家园，西南性韵、瑰丽的`电声、歌剧世界、
化蝶、婆姿舞这几个主题方面对学生进行音乐熏陶，贯穿了
歌剧、咏叹调、序曲、越剧、舞剧、电子音乐的音乐知识。
每一单元都有自己的教学主题，分唱歌、欣赏、实践与创作
三个版块，内容的安排上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或联系性，各
单元之间又注意内容的衔接性或层递性。让学生在实践操作
中，逐步获得学习音乐必须掌握的浅显音乐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

三、学期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本学期的教学目
标包括以个几个方面的内容：



1、知道有关音画的知识，懂得音乐能够表现自然界的美景；
知道“歌唱的咬字、吐字”和“合唱的和谐与均衡”方面的
知识，并注意在歌唱练习中加以运用。

2、、能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喜欢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
并乐于了解其音乐文化。

3、感受电声乐队与体验电子音响合成器的效果的音响效果，
学习有关电声乐队和电子音乐方面的知识。

4、能够用积极的态度参与感受、体验歌剧音乐，对歌剧、舞
剧音乐感兴趣，乐于学习了解与歌剧有关的音乐文化。

5、能够用不同的情绪来演唱不同的歌曲。

6、能够背唱3-5首歌曲。

7、了解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激发学生热爱祖国
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了解外国优秀音乐
作品，扩大视野，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乐鉴赏的能力。

四、教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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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媒体让学生视听享受，尽可能多地补充延伸的知识，
开阔学生眼界。

3、每学一支歌曲，下一节课应该进行检查，让个别学生起来
演唱，若有不正确的地方师及时进行教正。

4、有学习有记载，有学习有考试。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音
乐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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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英

msn（中国大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