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大
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篇一

一、教学目标：

感受不同风格的乐曲，让学生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激发对音乐
的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感受不同的中、外“钟声”音乐。

三、教学过程：

（一）、学习维也纳的音乐钟。

1、导入：出示钟，说说钟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与
钟有关的音乐〈维也纳的音乐钟〉。

a、用你们的表情来告诉老师音乐的情绪？

b、聆听。

c、回答。

2、介绍音乐之都----维也纳



师：这是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管弦乐组曲的一部分。

（课件展示）这就是美丽的维也纳，那里每年都要举行许多
的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喜欢音乐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来
到这里欣赏音乐。像著名的音乐家莫扎特、斯特老斯许多伟
大的音乐家也曾在这里生活和创作过。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维
也纳的金色大厅，如果谁能在这开演唱会或演奏会那将是件
很了不起与自豪的事。如果想观看演出必须提前数个月才能
买到坐票，旅游者想看演出那就要提前几天买站票，能买到
站票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所以我国青年歌唱家宋祖英和
谭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是令中国人骄傲的事。

a、观看维也纳的风光图片。

b、观看音乐家的图片。

c、观看金色大厅的图片

d、观看我国音乐家的演唱会图片。

3、故事到入，聆听主题。

师：次音乐描写的是一个爱吹牛的老兵，他逢人就说大话，
说他一个人曾单枪匹马战胜拿破仑，把七个头的长龙打翻在
地等等，但当他从这战场上归来，美丽的公主邀他到维也纳
皇宫做客时，他却却被皇宫里叮叮当当的声响吸引住了。

a、聆听主题

b、学生模唱。

c、课件展示---主题音乐

d、学生跟唱主旋律。（一边用手画旋律线，一边用dang轻声



跳跃地哼唱主题音乐两边）

3、复听音乐

师：你能感受到皇宫里的情景吗？仔细地听音乐，当你听到
我们熟悉的音乐时，请你拍拍手，其他音乐可以摇头、拍肩、
晃晃脑袋等。并用你的小脑袋记一记这个熟悉的音乐出现了
几次，然后根据你对音乐的理解帮老师来帖一帖这几张纸。

a、听、记。

b、帖纸、（a+b+a+c+a+d+a）

师：这首音乐中藏着一个奇怪的规律，你们能找到吗。相同
的音乐主题多次间隔着重复出现的，我们称之为回旋曲。

（二）学习《灵隐钟声》

1、导入；刚才同学们听了维也纳的钟声，现在我们来听听杭
州灵隐寺的钟声。

a、学生初听《灵隐钟声》

b、谈感受。（害怕、恐怖~~~~）

c、介绍灵隐寺。

师：同学们听的不错，这正是作者要衬托出寺庙是神秘而宁
静的地方的意图。寺庙同学们都去过吧？（学生谈感受、人
多、菩萨、烧香~~~）寺庙里很热闹，那你刚才听到的为什么
那么宁静呢？生：早上、晚上。师：一般什么时候寺庙里的
钟声会响起来呢？生：早上。师：对，这正是早上寺庙敲响
的晨钟在青山中回荡。



d、看相关图片，介绍灵隐寺。（灵隐寺位于杭州西湖旁，是
杭州最早的古寺，也是中国佛教蝉宗十大古刹（庙）之一，
距今已有1670多年了。）

2、复听。听听这是真的寺庙里的钟声吗？

a、讨论，不是，是电子琴。

b、演奏。师：电子琴的音色非常丰富，它可以模仿许多许多
的声音，下面老师用两种不同的声音来弹奏这几句音乐，会
哼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哼唱。

c、在寺庙里出了能听到钟声还有什么声音。（乐器）生：~~
木鱼。

d、出示木鱼，并师范演奏。（老师只有一个木鱼，你能不能
想个办法让每个同学都有一个能发出像木鱼一样声音的乐器
呢）讨论。

教师可提示用自己身上的器官来模仿。弹舌。

4、老师弹琴学生随音乐弹舌，模仿木鱼为音乐伴奏。

三、总结，欣赏全曲。

今天我们欣赏两国的钟声，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你能说说
吗？我们中国寺庙的钟声很有特征，特别是除夕和新春第一
天的钟声，有许多人都前往寺庙聆听，因为它会给人带来吉
祥和好运。而生活中的钟也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方便，如上课，
下课，起床，吃饭等，都离不开他，所以同学们在学校也要
抓紧课堂上的钟，好好学习。下面我们在《灵隐钟声》中结
束我们的课。



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篇二

1. 学唱歌曲《感恩的心》

2. 欣赏《欢乐颂》

3. 学唱歌曲《爱的人间》

4. 欣赏《爱之梦》《爱的罗曼斯》《爱星满天》

1.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感恩的心》《爱的人间》等歌
乐曲的学习，激发学

生感恩父母、老师和身边所有人的情感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团结友爱，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2. 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从歌乐曲中感受爱，能主动认真地
参与学唱、欣赏、

表达音乐的学习活动中，能够领会旋律、节奏、力度在音乐
表现中的作用，并能够从音乐的角度分析、理解歌曲。

3. 知识与技能：能深情地演唱《感恩的心》《爱的人间》，
并能在演唱歌曲的时

候加入简单手语，更好的体会歌曲的情感。能静心欣赏乐曲，
记忆主题。 教学重点难点:

能深情地演唱《感恩的心》《爱的人间》，体会歌曲的情感。
能静心欣赏以“爱”为主题的乐曲，记忆音乐主题。

钢琴音响资料教师手语教学

讲授 演示



新授

4课时

一 、导入：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
是说的是什么人呢？以此导入课堂，并请同学们说一说老师
为什么这么伟大。

二、学习歌曲 ：

1、播放歌曲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提出问题 ：

师：《感恩的心》特别感动人，下面同学们认真听歌曲范唱。
注意：听一听这首

歌曲里分了几部分？

2、节奏练习 。

师：同学们回答得非常准确，那要想学会这首歌曲，我们就
要掌握它的节奏。你发现了这首歌曲的开头与以前歌曲的开
头有什么不同？ （老师讲解弱起拍，前三拍半空着不唱，同
学们在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请学生跟着跟老师一起来按节奏朗诵歌词。

3、唱旋律。听老师弹琴，学生用“la”来模唱歌曲的旋律。

4、学生随录音轻声哼唱歌词。

5、有感情的演唱。

三、学习手语 ：1、 演示动作 由老师演示动作 2、 分解动
作，老师讲解动作，学生跟着做动作 。



四、 学生表演

一边唱歌一边作手语。也许学生学的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表
演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情感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来促进同
学们进一步学习。

五、师小结：学了这首歌，你有何感想？

刚才大家用了各自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众人的感谢。是的,我
们要感激父母给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感谢
老师,教给了我们知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感谢朋友,
给了我们友谊,让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再孤独;感谢坎坷,让
我们在一次次失败中变得坚强;感谢敌人,让我们使自己不断
完善自己不断朝前进步……我们感谢所有的人。

一、师生问好歌：

二、导入：

教师弹奏《献给爱丽丝》的片段音乐，请学生说出曲名和曲
作者。（由优美、抒情的音乐导入新课，首先给学生以美的
享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了解基本的音乐常识）

三、走进贝多芬

认识贝多芬，了解贝多芬的人生经历。（用贝多芬的经历感
染、鼓舞学生，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师：贝多芬的生活是不幸的，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音
乐艺术的酷爱，创作了大量不朽的音乐作品，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音乐遗产。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首他的经典之作



《欢乐颂》。

四、欣赏《欢乐颂》

1、初听歌曲，说出感受。

3、学生学唱歌谱：重点教唱附点八分音符和同音连线处

4、学唱歌词。

5、提问：你认为这首歌曲应该用怎样的情绪来演唱？重点处
理歌曲的力度对比，教师指导学生用热情、庄重的情绪来演
唱。

五、拓展延伸

教师：在交响乐中加入声乐（人声歌唱）是贝多芬的一次伟
大创作，合唱版的《欢乐颂》气势宏大、交响乐队和人声的
交相辉映，使音乐更具有震撼力。让我们再次来亲身体会一
下。

六、课堂小结：

同学们，贝多芬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他却把欢乐奉献给了世
人，他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成兄弟，我们要牢记这位伟人的
嘱托，团结友爱，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再见！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导入 ：

1、欣赏身边的美好事物。让学生感受拥有一双明眸，可以看
尽世间美好景物的幸福。

与自己形成对比，让学生萌生关爱残疾人的爱心与责任心，



从而引出歌曲《爱的`人间》

三、新歌教学 ：

1、初听歌曲《爱的人间》，学生从歌词、旋律中找到答案。

2、复听歌曲(听录音范唱)，感受歌曲情绪。 （通过听录音
范唱，感知歌曲的拍号、速度、情绪，感受盲童的内心世界）

3、揭题，介绍歌曲的曲作者及歌曲背景。

4、听老师随伴奏范唱歌曲，请你关注一下，这首歌可以分为
几个部分?（三个） （通过反复听赏，感知相似乐段的不同
之处，感受歌曲各部分不同的演唱情绪）

5、学唱歌曲

1）、分乐段随琴齐唱，找出难点。 2）、解决难点 。(注意
引导学生正确演唱歌曲中的后十六分音符、附点、休止符，
感受歌曲旋律)

3）、歌曲处理，多种形式巩固歌曲。

（通过不同形式的演唱、表现歌曲，尽情抒发学生内心的爱，
提高学生合作、参与的积极性）

四、拓展 ：

欣赏杨光《你是我的眼》片段

师：因为有你，我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因为有你，我体会到了
人生的幸福。你，就是我的眼。(播放录音，听歌曲片段)这
位盲人歌手他叫杨光，虽然他看不到一丝光芒，但是他说大
家就是他的眼，人们的爱让他变得坚强，乐观，就像他的名
字一样充满阳光。



师：爱是世上永恒的主题 ,爱是世间最美丽的词语 。因为有
了爱,人间才充满了温暖 ,因为有了爱,世界才变得更美丽,心
中充满爱,我们才学会了感动 ,因为学会了感动,我们才会有
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
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全体同学在《感恩的心》
音乐中走出教室。

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篇三

教学内容：

1、欣赏、学唱《外婆的澎湖湾》

2、欣赏《天亮了》韩红

3、欣赏《感恩的心》

4、欣赏《让世界充满爱》

教学目的：

1、通过欣赏学习《外婆的澎湖湾》《天亮了》、《感恩的心》
《让世界充满爱》四首歌曲，使学生深刻感受要怀着干恩的
心对待生活、对待亲人、朋友、以及陌生人，让学生充分明
白社会是个大家庭，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

2、能学会《外婆的澎湖湾》，并动情演绎《外婆的澎湖湾》。

教学难点：

1、教师用自己的语言以情感人，以达到让学生明白用感恩的
心对待身边的所有人的目的。



2、《外婆的澎湖湾》歌唱、动情演绎。教具准备：电子琴、
《外婆的澎湖湾》《天亮了》《感恩的心》《让世界充满爱》
的flash动画课件（充分利用网上现有资源）。

教学过程：学生伴随优美的音乐进教室（音乐：让世界充满
爱）

一、课前调动学生的情感。“同学们，今天老师站在这里，
心里呀又激动又胸有成竹，还有心里揣着一只小兔子似的
（zhui）惴惴不安，谁知道为什么？” “ ”师生互动“谁能
帮帮我，别让我惴惴不安，给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
谁能？” “ ” “你们说得真好，现在我只有胸有成竹了，
谢谢同学们。好了我们上课！”

二、师生问好！

（啦啦歌）1 5 1 5 1 5 3 5 1 3 3 3 2 2 2 2 1 2 32老师
老师老师您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1 5 1 5 1 5 3 5 1 3
3 3 2 2 2 2 1 2 3 1 ‖同学同学同学们好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三、新课教授：

导入。（屏幕出现和蔼可亲的外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梦见外婆了，外婆没有变，一如往日的和谐温暖
亲切，慈爱的看着我。在老家的厨房煮好饭，默默地等着我，
感觉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样的温情，一样的依赖，一样的笑
脸，一样的容颜，（哦，不，应该说是更加的年轻了，梦见
外婆真好。）同时，我也想起那首歌唱外婆的歌，同学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想听吗？（2分）

播放《外婆的澎湖湾》flash（2分）

提问：



a、同学们能说说自己的外婆吗？

b、哪位同学能有感情的朗读一下《外婆的澎湖湾》？

（1）随琴唱乐谱（师弹一句，生唱一句）（2分半）

（2）随琴完整演唱乐谱（1分半）

（3）加入歌词演唱

（4）有感情演唱

（5）随mtv伴奏有感情演唱《外婆的澎湖湾》（5分）

歌曲学完了，哪位同学能说说这首歌曲是表现了谁和谁之间
的爱？

1999年10月3日，在贵州麻岭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
毁，36名乘客中有14位不幸遇难。而就在悲剧发生时，一对
年轻的夫妇，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半的儿子。结果，儿子
得救了，这一对父母却失去了生命。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
打动了歌手韩红，经过多方联系，她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
男孩，并用这个故事创作了《天亮了》这首歌。大家想不想
听啊！

2分播放《天亮了》flash 2分

请同学们说一说听这首歌的感受：

同学说创作背景

请欣赏感人肺腑的手语歌曲《感恩的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时时刻刻的享受着每个人的关爱，父母的关爱、同学
的关爱、师生的关爱以及像子灏这样得到的陌生人的关爱，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面对生活，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请会这首歌的同学一起轻声唱并一起做
手语。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家人、朋
友和他人。“孩子们，我们都是幸运儿，就是有或多或少的
一点不如意，比起潘子灏来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学会感受
幸福，感受爱，更要学会爱他人，帮助他人。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请欣赏《让世界充满爱》（放《让世界充满爱》flash音乐动画）

四、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欣赏和学习了《外婆的澎湖湾》《天
亮了》《感恩的心》以及《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明白了要
用感恩的心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个人，请同学们爱你们身边的
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更美好！好了，这节
课就到这儿。下课！（放《让世界充满爱》flash音乐动画）送
学生出教室。

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篇四

教学内容：

1、唱《采菱》

2、听《梦里水乡》《采红菱》

3、表现《采菱》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用优美动听的声音演唱《采菱》，表达对水乡和
江南景色的`赞美和热爱。

2、通过学唱和欣赏江南的歌曲，学生能够了解江南音乐的旋
律特点，感受江南音乐的风格。

3、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鼓励学生加入到集体表现歌曲的形
式中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重点：指导学生优美婉转地演唱歌曲，并能初步感受江
南音乐的旋律特点。

教学难点：

1、切分音和附点音符的掌握

2、表现歌曲

教具准备：钢琴、多媒体课件、节奏卡片

教学过程：

一、《师生问好》

1、教师创编：2/4 x xx x x︱ x x x‖

东 小 的同学 你 们好！

2、教师出示节奏卡片：2/4 x x xx x ︱x x x‖

二、导入：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美丽的图片描绘的哪里的风景？
（出示课件）



2、（师）你们能用语言来赞美美丽的景色吗？

3、（师）如果让你们为图片配上音乐，你们会选怎样的音乐？
（优美、婉转、抒情的）

4、听音乐《梦里水乡》，听一听老师选择的音乐。

5、过渡语：（师）江南确实太美了，人杰地灵，水甜，心甜，
歌更甜，你们听一群孩子用动听的歌声在赞美家乡呢。

三、新课教学：

1、初听《采菱》，说说歌曲的情绪和歌曲的内容。

2、（师）你们采过菱角吗？看看老师是如何采菱的。（教师
边唱边表演）

3、介绍“菱角”的生长过程，小伙伴们采菱时的心情。（出
示课件）

4、学唱歌谱。（出示课件）

（1）教师出示节奏卡片，教学生读一读。

（2）教师范唱歌谱，学生找一找切分音和附点四分音符。

（3）听唱法学唱部分歌谱。（唱准切分音和附点四分音符）

（4）师生接口唱，学生在切分音和附点四分音符处接唱。

5、学唱歌词。（一字多音的唱法）

（1）教师范唱。

（2）听琴轻唱，说说难唱的地方。



（3）齐唱歌曲，注意演唱情绪。（教师在间奏处伴唱）

四、歌曲处理（小组合作形式）

1、分三个小组练习，教师巡回指导。

第一组：变化演唱形式；

第二组：创编动作表演；

第三组：创编歌词

2、分组汇报，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

五、歌曲延伸：

（师）我们江南的音乐不仅好听，形式也很丰富，同样是采
菱，还可以用不同的音乐情绪来表现，你们听（放音乐《采
红菱》）（出示课件）

六、小结，下课。

（师）江南的美景数不胜数，从古至今很多文人墨客都曾留
有诗句赞美江南，最后老师把这首古诗《忆江南》送给你们，
大家也可以回去找一找其他的江南知识，下节课大家一齐分
享。（出示课件）

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篇五

教学内容：

音乐第二册歌曲《数鸭子》

教材分析：



《数鸭子》是一首具有说唱风格的创作歌曲，4/4拍，六声宫
调式。歌曲说唱结合，旋律的音调主要以级进为主，接近语
言的韵律，极富童趣。歌词描写了小朋友看到鸭群游过大桥，
兴奋地数鸭子的情景。反映了富裕了的农民的幸福生活。

教学目标：

1、完整地聆听歌曲，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情趣，用听唱的
方法学会歌曲。

2、能边唱边表演，并能自编动作。

3、为歌曲自由配伴奏。

教学重难点：

1、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情趣，能富有表情的表演唱。

2、唱准休止符。

3、自由选择乐器为歌曲配伴奏。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看屏幕（定格）。

这些小朋友她们表演的是什么？这些小鸭子好像在干什么？
（注意说完整话）



2、完整的欣赏歌舞《数鸭子》。

3、（1）这群小鸭子多可爱呀！谁听到了这群小鸭子在什么
地方游泳呢？

（2）快，小伙伴们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多少只鸭子？

二、授新

1、老师范唱歌曲《数鸭子》。

2、学生跟琴完整听唱歌曲。

3、强调本课的休止符，唱准旋律。

（1）手指着书上的格子，一拍一次指读。

（2）指读，休止符在心里读“停”。

（3）请学生演唱“咕嘎”，纠正错误的，对的给予鼓励。

（4）完整地、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4、看屏幕，注意模仿动作。

5、学生跟琴自由创编动作。

6、请同学到前面表演。

7、全体同学跟音乐边唱边自由表演动作。

三、我们学了三角铁和双响筒请学生在这两种小乐器中任选
一种为歌曲写伴奏谱，可以模仿《一对好朋友》。

2、师在黑板上演示双响筒的画法“t”，三角铁的画“ ”。



3、教师巡回指导，同学之间可以讨论怎样敲击。

4、请同学到场地中间按自己画的示意图用乐器敲击为同学们
伴奏。

5、请学生边敲边唱，没有乐器的同学边唱边跳。

教学反思：

1、《数鸭子》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儿歌，很多孩子学前就会唱，
在教学中加快学唱的时间，为后面的配器延长时间，使学生
可以充分准备。

2、让学生为歌曲写伴奏谱是本课教学中教师的尝试，孩子们
的反馈超出老师的预料，他们大胆而又比较优秀的完成了老
师的教学尝试。为教师以后的教学尝试奠定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