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 小小少年教学反思
(大全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一

《小小少年》这首歌是德国故事影片《英俊少年》中的插曲。
我首先让学生听我的范唱，让学生感受音乐和歌曲带来的情
绪，第二次让学生听录音范唱，通过2次的欣赏让学生感受到
《小小少年》优美、抒情的音乐，然后我简单介绍了《英俊
少年》的故事梗概，影片描写了从小失去母亲，父亲遭诬害
入狱的少年海因切。在女律师雷娜特的帮助下，以自己诚实
善良感动他的外公，最后一家重新团聚的生动故事。

当学生了解故事情节后，对歌曲所表达的情绪有了更深的感
触，在学这首新歌的过程中，我根据学生年龄的特点，让他
们自己找到歌中节奏、旋律的特点，如：弱起、附点八分音
符等，跟着钢琴唱旋律，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在课
上积极发言、演唱，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的新理
念。后半部分学生找出了歌中乐句相似的部分，教师引导学
生画旋律走向，帮助学生唱准相似的乐句。

1、《小小少年》是一首优美的歌曲，虽然我帮助学生找到了
附点八分音符，但却忘了指出歌中好几次出现的连音线，一
个字唱几个音。

2、在课的结尾告诉学生当你的烦恼来临时，希望学生用自己
的智慧和爱心将困难克服。



在课上我觉得还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曾经碰到哪些烦恼，怎
样去化解的，让学生知道每个人都有烦恼，关键在于自己对
待生活的态度。这节课留给我的思考很多，需要在以后的上
课过程中吸取别人的长处，不断进步。

整节课力求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贯穿于课堂教学始终。挖掘教
材中的音乐要素，旋律美，情感美，和声美、节奏美等等，
这样从音乐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
培养音乐素养。以情感人、以美育人。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二

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通过学唱歌曲，以声传情，展现快乐和烦恼增加
的小少年。

技能目标：指导用欢快的音色，无忧无虑地演唱齐唱部分
（稍弱）；用和谐的音色，激情地演唱合唱部分（稍强）。

知识目标：理解节奏（弱起，附点节奏）对表现音乐作用。

教学重点：

1.感受无忧无虑到烦恼增加的不同情绪。

2.用和谐统一的音色演唱合唱部分，并培养学生在合唱中相
互聆听的能力。

教学难点：

1.如何“合”成优美的音色，并激情歌唱。

2.歌曲中的长音，附点节奏、弱起等要素。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钢琴等。

教学过程：

师：让我们合着音乐的节拍，走进今天的音乐课。

（课件：点击页面右边的大音响蓝色部分，播放口哨版《小
小少年》。音乐可随时点击页面停止。）

（课件：点击页面，进入《海因切生活》的短片。）

备注：全体学生边观看片段边听老师介绍海印切的少年生活。

（课件：点击右下的小苹果图案，播放伴奏音乐。）

1、音程训练

师：快乐的少年生活阳光灿烂，快乐的少年生活歌声不断。
我们也来唱唱吧。

（课件：逐步点击页面，出现4组音程。）

备注：老师逐一进行有效性的和声音程训练，先随琴练习，
再离琴看指挥练习。

要求：1.提示每个音必须轻声高位置歌唱。

2.提示两个声部同时歌唱时，声音要集中，和谐，统一。

3.提示时刻注意聆听另一个声部。

2、完整乐句练习



师：将这4组连成一条旋律，你还会唱吗?

（课间：点击页面，在句首出现不完全小节11）

备注：学生分别练习高、低声部完整乐句，再进行合唱。

要求：

1.提示每个音必须轻声高位置歌唱，整条旋律唱得轻柔，连
贯。

2.合唱时，声音集中，和谐，统一，并学会聆听另一个声部。
做到“没有我，只有我们；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和声效
果。

设计意图：和声、视唱是合唱教学的基础，本环节通过和声
训练、视唱教学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和谐统一的歌声，也给后
面歌曲的合唱教学做铺垫；同时这一环节乐句是通过和声音
程组合而来的，乐句间的变化也是循序渐进，这大大降低了
难度，给予孩子们充足的自信心。

1、听歌曲范唱

师：随着时间一年年飞跑，小小少年转眼高；随着年龄由小
变大，烦恼也增加了。让我们走进小少年海因切的内心世界，
听听他的心声。

（课间：出示歌谱，点击歌谱下方第1颗星星，播放全曲范唱。
）

设计意图：通过聆听，感受歌曲前后不同的情绪，给歌曲分
段，并小结：歌曲的前后不同的演唱形式：齐唱和合唱。

师：像这样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部，各自按照自己声部曲
调，同时演唱一首歌曲，我们称为合唱。今天我们来学习歌



曲的第一段。

（课件：点击页面，出现第一段歌谱）

师：我们一起来听歌曲的第一段。

（课件：点击歌谱下方第2颗星星，播放歌曲第一段范唱。）

2、听合唱部分范唱，并进行练习巩固。

师：当歌曲唱到合唱部分时，请1、2组同学听老师唱低声部，
3、4组听录音高声部。

（课件：点击歌曲下方第3颗星星，播放第二部分的范唱。）

设计意图：通过老师的细心引导，学生再一次练习巩固难点，
为下一步的学习解决了燃眉之急。

3、学唱全曲

师：你们都有一双会听音乐的耳朵！现在老师来唱歌曲第一
部分，请大家用lu模唱第二部分的低声部旋律。

（课件：点击页面，出现低声部旋律和红颜色lu音。）

师：加大难度，带入歌词试试。老师演唱歌曲第一部分，全
体学生演唱第二部分的低声部歌词。

（课件：点击页面，歌谱出现第二部分的歌词。）

师：我们一起来学习歌曲的高声部。老师请一生演唱歌曲第
一部分，其余学生演唱第二部分的高声部歌词。

（课件：点击页面，歌谱出现第二部分的高声部旋律。）



师：其实，合唱的声音是非常饱满，非常统一的，现在老师
同时弹奏两个声部，请大家轻声歌唱自己的声部。

师：最后，老师祝愿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快乐多多，烦恼少
少……

（课件：点击右下角进入下一页。）

备注：全体学生随《梦之旅》音乐，边唱边律动，走出教室。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三

《布娃娃弹琴》

教学目的

学习用甜美而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布娃娃弹琴》。

重难点

音的长短

教学环节

一、听音乐进入教室，拍手踏步。

二、组织教学，师生互相问好。

三、点名。

四、复习《小青蛙找家》、《小蜻蜓》。

五、学唱《布娃娃弹琴》。

1、用听唱法学习《布娃娃弹琴》。听录音初步感受歌曲。



2、听教师范唱，学生跟着歌声击拍。

3、四小节一句跟着老师的琴声学唱歌曲。“叮叮咚”要唱得
轻快。

4、注意学生歌唱的速度，稍慢但不要拖拉，使歌曲演唱达到
优美抒情的效果。

5、可选择碰钟敲击每小节的第一拍为歌曲伴奏。

六、聆听《星光圆舞曲》。

1、初听乐曲，感受乐曲的情绪。感受钢琴的音色。

2、说出乐器的名称，边听音乐边用手指敲击节拍。

3、随着音乐用动作表示出三拍子的感受。

七、编创与活动：音的长短

1、音的长短是本课的知识点。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受理
解音的长短。

2、用比较的方法说出瀑布流水与房檐滴水哪个长，哪个短。

3、用打击乐器敲击，说出哪个声音长，哪个声音短。

4、将学生分成小组，对课本上的思考题进行讨论，并且用笔
在纸上画出长短线条。

信息反馈

第八课小小音乐家（2课时）

法国号



教学目的

学唱《法国号》，用动作感受三拍子的强弱规律。通过聆听
《会跳舞的洋娃娃》初步感受分辨音乐的不同情绪。

重难点

音的强弱

教学环节

一、听音乐进入教室，拍手踏步。

二、师生互相问好。

三、点名。

四、复习歌曲《洋娃娃弹琴》。

1、教师领读歌词。

2、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3、教唱歌曲1－2遍。

4、老师弹琴学生唱歌曲。（弹一乐句，唱一乐句）

5、学生随琴唱歌。

6、请2－3名学生上台单独表演或小组表演唱。

五、学唱《法国号》。

1、用模唱法学习歌曲《法国号》。



2、演唱时声音干净而富有弹性。“嗡巴巴”第一个字“嗡”，

要唱得强，似号声，“巴”要唱得轻巧，“谁在唱歌”要唱
得连贯，用连、断的对比表现这首歌。

3、边唱边用手半握拳状在桌子上击出强弱。第一拍用空心拳
击桌面为强，第二、三拍用手指点击桌面为弱。

4、学生自编动作表演歌曲。

六、聆听《会跳舞的洋娃娃》。

1、完整聆听乐曲，感受乐曲的情绪。

2、乐曲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乐曲的洋娃娃怎样跳舞，请你
用动作表现出来。

3、复听乐曲，一部分同学随着音乐做动作。用手半握拳敲击
节拍。一部分学生可随着音乐用手指按图谱划动，感受乐曲
的快慢。

七、听辨强弱的游戏：走走跳

1、学生围成一个圆圈，教师手持鼓站在圆圈中，教师敲鼓，
学生走和跳，鼓声强时跳，鼓声弱时走。

2、教师击鼓速度可慢些，强弱要分明，教师可四音为一组，
如：

(强)××××；（弱）××××；便于学生反映在动作上。

3、还可以让学生随教师的击鼓声转方向，鼓声强时顺时针走，
鼓声弱时逆时针走。

4、教师可发动学生献计献策，怎样活动更有趣。让学生动脑



参与到编创活动中。

八、复习学过的歌曲。

信息反馈

第八课小小音乐家（3课时）

课题欣赏

《号手与鼓手》

教学目的

通过聆听《号手与鼓手》感受分辨不同乐器的音色、节拍。
感受音乐中描绘的“小音乐家”形象。

重难点

欣赏

教学环节

一、听音乐进入教室，拍手踏步。

二、师生互相问好。

三、点名。

四、复习歌曲《法国号》。

1、教师领读歌词。

2、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3、教唱歌曲1－2遍。

4、老师弹琴学生唱歌曲。（弹一乐句，唱一乐句）

5、学生随琴唱歌。

6、请2－3名学生上台单独表演或小组表演唱。

五、聆听《号手与鼓手》。

1、完整初听乐曲，听到喇叭声音举手表示。

2、复听乐曲徒手做打鼓和吹喇叭的动作。

3、分组表演。

六、复习音的长短及听辨强弱。

七、复习学过的歌曲。

信息反馈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四

小褐，是我幼时的玩伴，一只赤褐色的小鸡。

尽管小褐离去，已为多年。但它的影子，却仍时时浮于眼前，
尤其是它那娇小而又欢蹦着的可爱模样，却是异常招人欢疼。

每有在，放学回家的休闲时光，便会将它轻捧于手，小心爱
抚它那绒绒羽毛，轻巧的翅膀扑哒扑哒着一扇一扇的配合着
我的爱抚。



两只纤而细小脚丫，便会在此时蹬临你的手掌，轻轻又为舒
缓悠闲的踢打着，哪种痒痒酥酥感觉，也就倍加增添了，我
对它的爱心呵护。

然而，也就在欢笑嘻戏不久的闹腾中，一次意外的不幸降临
了。

哪是一个午后的黄昏，象着往常一样欢蹦乐跳的.我回到家中，
放下书包，准备又为再一次的去找的我小褐时，却不见了它
的踪迹。

左看右瞧的到处逛觅的翻找唤呤“小褐小褐，你在哪里”时，
却被一桑槐古树绊了一跤，正欲抱怨的怒吼一声“挡我去
路”时，发现了小褐，正在那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的抽蓄
着“怎么了，我的宝贝”情不自禁的就此呼唤着。

可是，此时的小褐，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活泼好动，只是半
闭半睁它的小眼，盯视一下后，便无再有动静。

“小褐小褐，怎么了”

小褐就这样走了，怎么呼唤也无有了它的回音，仅留还有些
微温暖润的身子，卧趴在我手心。一时间的自己，竟然不知
所措，就有了些眼热的流下滴滴咸涩的味道。

小褐，你终是丢下了我而远走，怎么就没能抵抗住，那意外
桑槐损滑的锉伤程度。

握捧着小褐，娇小嬴弱的身躯，我有些愠怒愤恨，愤恨着桑
槐的可恶，狠心的就此夺走了，我小褐的脉搏。

最后，不得不拿出一张白底银丝的纱绢，将其可怜小褐的娇
躯挟裹着，来到后院的狭小山坡，再将其小小的身躯，埋葬
在了山野坡道。



可时至如今的我，心内的愤闷却还仍为时时萦绕于我左右。

好想找上一方枕木，为它竖上一方小小木牌，以示对小褐的
意外，而表示一种怜爱的悼念惜旧。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五

教材分析：《小小鞋店》是xxx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下第七单元
《数据的整理和表示》的数学内容，是学生在学习了一年级
上册——“分类”，二年级下册——“调查与记录”的基础
上继续学习统计的相关知识。

本单元主要学习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所用的方法有列表、
画图等。为后续学习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认及平均数的
知识奠定基础。

学生分析：在学生调研中我发现学生在以往学习中积累收集、
整理数据的活动经验，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数据，
如举手、投票等。在整理数据方面会用填统计表、画正字、
写符号等方法进行简单的整理。可见学生已初步积累了数据
整理和表示的方法和经验，这是本节课学习的基础。

教学目标：

1、经历收集和整理数据的过程，了解调查收集数据的方法。

2、在初步学会用画图的方法整理数据并呈现数据的结果，能
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过程中，体会数据的价值。

3、在活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活动经验，形成初步的数据
分析观念。

教学重点：在初步学会用画图的方法整理数据并呈现数据的



结果，能在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过程中体会数据的价值。

教学难点：运用不同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教学策略：本节课设计了四个教学活动。

活动一：要解决开鞋店“进货”问题，需要知道我们班同学
的鞋号，因此分组调查班中同学的鞋号，从班里要开“小小
鞋店”这一实际需要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讨论对
“进货”需要调查鞋号、款式、进价等问题的思考，引发对
调查数据的研究和讨论。通过分男、女生两个小组分别调查
鞋号，引导学生体会收集数据的方式，并从中体会数据于现
实生活，以及收集数据的随机性。学生在调查数据的过程中
逐步体会合作的重要性。

活动二：学生独立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学习
画点线图整理数据。由于统计表比较乱，所以需要进行整理。
让学生在自主尝试中用不同的方法整理原始数据，学习用点
线图整理数据的方法，从中体会数据整理的多样性，以及数
据整理的准确性，在此过程中使学生体会整理数据的有序性
可以使数据的准确性更高，从而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

活动三：通过看整理后的点线图寻找有用的信息，并作出决
策。通过从整理后的数据中寻找，发现有用的信息，对数据
进行有效的分析，最后为解决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培养学
生分析、归纳与概括的能力。

活动四：能过练习巩固，再次体会统计的重要。

本节课设计遵循原则：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主要遵循让学生在真实的背景下亲身经历
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找到有用信息和
做出抉择的全过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数据调查与分析对我



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重要意义，感受统计的价值。通过经历
统计调查活动的全过程，完善方法，提高思想不断积累活动
经验，初步发展数据分析观念。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六

歌曲《小小少年》是德国影片《英俊少年》的一首插曲。歌
曲4/4拍，弱起的大调式一段体结构。

三、第四乐句旋律在平行三度的和声进行，与前形成对比，
旋律同样变化重复，使用六度大跳，曲调舒展而起伏，歌曲
虽然唱出少年在成长中的烦恼，但仍然表达了他充满欢乐、
愉快的心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课的教学主要任务是初步学会演唱歌曲,做到音准到位,情
绪饱满。可以先通过对影片片段的欣赏,英文版歌曲的欣赏,
初步了解歌曲的文化背景,初步感受歌曲的旋律,对歌曲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过程,为接下来的教学做好铺垫。

接下来学唱旋律是正确演唱歌词的关键一步,请学生在听教师
范唱的时候在每小节的第

一、二拍时拍手,主要是掌握歌曲的弱起。然后,因为是高年
级了，教师完全可以将学生学习的权力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
组合,自主学习,从范唱入手，充分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有
助于真正提高学习效率。最后通过师生相互交流影片情节,展
示班中歌唱能力较好学生的才艺,共同体验歌曲的情绪和所要
表现的音乐形象。这样通过一系列的音乐活动，学生感受到
了歌曲的情绪，也能用明亮的声音演唱这首带有惆怅情绪的.
歌曲，表现少年在成长中有烦恼但又充满欢乐、愉快的复杂
心情。当然这节课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1、《小小少年》是一首优美的歌曲，虽然我帮助学生找到了
附点八分音符，但却忘了指出歌中好几次出现的连音线，一



个字唱几个音。

2、在课的结尾告诉学生当你的烦恼来临时，希望学生用自己
的智慧和爱心将困难克服。在课上我觉得还可以让学生说说
自己曾经碰到哪些烦恼，怎样去化解的，让学生知道每个人
都有烦恼，关键在于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小小少年教学设计理念篇七

这节课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在练完声后，我给孩子们播放了英国男
孩declangalbraith的视频歌曲《tellmewhy》。当男孩子唱歌时，
背景中出现一个个衣衫褴褛的非洲儿童、破败的家园、成人
军队、童子军等等，特别是孩子们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悲凉、
渴望。孩子们看不懂歌词，但是被男孩全身心投入的歌声和
不断出现的画面打动了，甚至几个孩子流出了眼泪。歌曲完
后孩子们孩子们对歌曲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大家最后得出了
一个结论：这些儿童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歌曲十分忧伤，
似在呐喊。孩子们对这段视频过于着迷了。

二、我在试图突出孩子们的幸福时，展示了孩子们春游时的
照片。孩子们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相当兴奋，讨论声此起彼伏。
以至于没有很好的聆听背景音乐——《小小少年》。

三、思来想去，我以上设计的两个要点与歌曲要表达的内容
前后衔接不畅。学生仅仅在感情上做了一次从悲伤到幸福的
大跳跃，而没有涉及“少年烦恼很好，随着年龄烦恼增加”
这一主题。

四、虽然课堂任务较好完成了，但是这样的流程安排令自己
很别扭，以后再次教学时一定要重新设计教学思路。也吸取
这次经验，避免在别的课堂内容犯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