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音乐课教案人教版反思与改进(模
板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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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音乐课教案人教版反思与改进篇一

教学目标：

1、在欣赏生动形象的器乐曲中获得乐趣、更加热爱音乐。

2、在欣赏器乐曲的过程中能逐步注意节奏、速度、力度等音
乐表示要素对于塑造音乐形象的作用。

3、通过模仿学习创编，培育求新求异思维，对创编感到兴趣。

教学过程：

1、导入

本节课我们要欣赏两首非常好听、非常生动形象的器乐曲。
欣赏器乐曲，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了，大家要继续努力、
器乐曲没有歌词，全都靠音乐自身来表示它所叙述的内容，
这就给了我们广泛的联想、想象的空间，但这也不是毫无根
据的乱想象，因为音乐自身已经结了我们不少“信息”，例
如旋律、节奏、速度、音区、节拍等都与所表示的内容有关。
就速度来说，表示兴奋热烈的音乐一般都要快些，就节奏来
说，表示深沉、考虑的音乐一般都要疏些。例如下例a与b，a
显然更适合表示深沉、考虑的情绪，而b的节奏过密，更擅于
表示欢快或紧张的情绪了：



下面我们来开始欣赏，欣赏时要静心地听，积极地想，还要
注意音乐的旋律、节奏、速度、力度等有些什么特点，经常
坚持这样来欣赏音乐，我们的音乐欣赏水平就能大大提高了。

2、欣赏管弦乐合奏《维也纳的八音钟》

从课本上的插图谈起，介绍八音钟和维也纳（同学也可参与
议论）。

介绍作曲家柯达伊。

《维也纳的八音钟》是柯达伊的名作（哈里.亚诺什组曲）中
的第二首，描写哈里正在吹嘘，说是自身与国王的公主到维
也纳王宫去游逛，看到了宫中很多的八音钟，乐曲一开始就
出现了八音齐鸣的音响，然后出现了课本中列出的主题。这
个主题不时出现，但每次都有些不同，表示了八音钟里的小
人、小鸟正在欢乐地舞蹈。同学们可以想象王宫内不只一台
八音钟，而是好几台，所以音乐是显得非常热闹的。

欣赏音乐。

请同学谈谈听后的初步感受。

复听。提醒注意主题音乐在乐曲中出现了几次和课本中要求
填写的音。

单独播放主题音乐几遍，要求同学完成填空的练习，在这过
程中应反复提示只有三个音可供选择。（如是用简谱填充则
非常方便，如用线谱，则先要明确do’在第五线上，才干正确
填写）。

3、欣赏管弦乐合奏《打字机》

现在，打字机早就被电脑所代替，同学们很少能见到打字机



了，但偶尔在旧货市场上还能见到，教师介绍打字机.能找到
实物带进课堂让同学观察。

这首乐曲形象地描绘了打字机工作时的声响，非常形象，十
分生动。作者安德森是美国的轻音乐作曲家，他十分擅长创
作形象鲜明逼真的管弦乐小品，尤其是他十分重视为儿童们
创作出既好听又生动的小曲，例如我们早已欣赏过的《跳圆
舞曲的小猫》、《打切分间的小闹钟》等都出自他的手下。

欣赏音乐

请同学说说听后的感受。

复听。提醒注意回铃的声音和掉转机头的声音，同学可自由
随音乐模仿用打字机打字的动作，动作不要求统一，但应注
意合着音乐的节拍。

分组选用合适的打击乐器随管乐敲击。

4、创编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作练习，我们先来唱一唱课本中出示
的例子（即”叮铃铃，叮铃铃，快乐的歌”）。

手机的铃声是怎样的呢（同学议论），手机的铃声是五花八
门的.有的发出嘟嘟的声响，有的与电话铃声相似，更多的是
一段电子音乐，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多方面去设计，不一定局
限在“叮铃铃”的声响，同样，节奏也可以变，但是要与后
面的自然连接，这就是难点。现在我们可以以同桌为组.两人
一组一起商量。

教师抽查几组的创作（可出只是口头的），如同学记谱能力
欠缺、可由同学唱教师记。



教师选择几个公布.师生一起演唱评议。

再用同样的方法填写自行车的铃声。

为了拓宽同学的音乐思维.教师可就“叮铃铃”三个字.给同
学提供多种节奏。如：

等。

教学反思：

同学能专注的感受乐曲，在音乐创编活动中表示音乐思维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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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理解成数和折扣的含义，以及成数与分数、百分数
之间的关系；会解答有关成数的应用题。

2.提高学生分析、解答应用题的能力，发展学生思维的灵活
性。

理解成数和折扣的含义；理解成数与分数、百分数的含义。

1.李庄去年种小麦50公顷，今年种小麦60公顷。今年比去年
多种小麦百分之几？

师述：农业收成，有时用成数来表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有
关成数的应用题。

板书：百分数应用题。



2、成数的含义。

师述：什么是成数呢？在五年级我们学过“几成”就是十分
之几，如“一成”就是十分之一，它相当于10%。

（1）口答：

“三成”是十分之（ ），改写成百分数是（ ）。

“三成五”是十分之（ ），改写成百分数是（ ）。

（2）七成 二成五 五成相当于百分之多少？

3、售价加两成是什么意思？求售价应先算出什么？

还可以怎样算？学生交流解题思路。

4.出示例2。

（1）学生读题，理解题中的数学信息。

（2）减产一成五是什么意思？

（3）学生独立解答，指名学生说解题思路。

师述：在列式计算时，我们可以直接把“成数”化成百分数，
用百分数进行列式计算。

板书：

37.4×（1-15%）

=37.4×0.85

=31.79（吨）



答：今年产棉花31.79万千克。

3.练习。

6.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

师述：今天我们学习了有关“成数”的知识，知道了“成
数”的含义，以及“成数”与分数和百分数之间的关系，并
且学习了有关“成数”的一些实际的、简单的应用题。

1.填空：

（1）某县今年棉花产量比去年增产三成。这句话的意思是（ ）
是（ ）的30%。

（2）一块麦地，改用新品种后，产量增加了四成五。这句话
的意思是改用新品种后产量是（ ）的（ ）%。

2.把下面的百分数改写成“成数”。

75% 60% 42%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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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感受、体验生活的美好和快乐，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
生活态度，使他们受到美的熏陶，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2、用轻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声与微笑》。培养珍爱友
谊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用轻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声与微笑》，表达人与人之
间团结友爱的美好情感。

教学难点

感受歌曲中相互关心、团结友爱的意识，体验生活的美好和
快乐。

教学设计

有感情的复习歌曲《我们美丽的祖国》。

初听歌曲《歌声与微笑》引入新课。

有表情的朗读歌词，要求吐字清晰、灵巧。

认识变音记号“#”。

练习二声部，要唱得和谐、统一。

有感情地唱歌曲。

边唱边律动。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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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师生问好

二、聆听



1、导入：今天的音乐课是非常轻松的一节音乐课，因为我想
带大家去欣赏一首非常幽默的乐曲，这首乐曲不仅有音箱独
奏的版本还有女高音演唱的版本，是什么呢？你听听：播放
《幽默曲》（学生马上做出反映，表示听过）

2、介绍作者：

捷克作曲家，自幼接触民间音乐，初步学会演奏小提琴和管
风琴。代表作品有：《e小调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等。

3、音乐分析：

幽默曲是一种风趣、愉悦的小型器乐曲。这种乐曲以节奏鲜
明、旋律短小为特色，旋律的歌唱性较强。

4、再听：本歌曲分为几段？（学生听，分为三段）

（1）分段欣赏，第一段：

本段运用了什么节奏型最多？（附点节奏最多）

（2）第二段：

本段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带人们进入一种耐人寻味的
意境之中）

（3）第三段：和第一段有区别吗？

5、再完整地欣赏全曲

欣赏《音乐瞬间》

音乐瞬间，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音箱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音
箱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
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



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
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
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
奏过的作品。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说明舒伯特有着很高的即
兴创作能力。这是一首天真纯洁、令人欣喜的小品曲，带有
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

虽然总共只有54小节，音乐形象比较单一，但是舒伯特将之
处理得非常精巧，真可以称得上是玲珑剔透、精致小巧。整
首乐曲保持着宛若天成、不加雕琢的自然美，为舒伯特音箱
曲中最负盛名的一首。在二小节轻快节奏奏出后,音乐奏出了
一个纯朴、可爱的旋律（片段1）。乐曲的中间部分转到降a
大调上，并在色彩明朗的f大调中结尾。

《音乐瞬间》这是一首天真纯洁，令人欣喜的小品曲，带有
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整首乐曲保持着宛若天成，不加
雕琢的自然美，为舒伯特音箱曲中最富盛名的一首。

学法：本课以欣赏为主，结合歌唱、体验、想象、绘画、创
编、表演、评价等一系列活动，对“音画”有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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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好莱坞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拍成电影后，其中唱段传
遍全球。《雪绒花》是一首抒情的男生吉他弹唱，歌曲为带
再现的单二部曲式，采用四三拍子和中等的速度，结构方整，
带有叫浓郁的奥地利民歌风格，曲调朴实感人。歌曲通过对
雪绒花的赞美，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寄托了主人公对亲
人，对家乡深深的怀念和祝福。

【教学目标】



1、学唱《雪绒花》，能以对祖国满怀深情的歌声演唱歌曲，
进而激发爱国热情。

2、通过欣赏电影《音乐之声》插曲，感受歌曲形象，扩大音
乐视野。

【教学重点】

能以对祖国满怀深情的歌声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

“前半拍休止，后半拍起唱”节奏的掌握。

教学方法

以培养学生“情感美”为突破口，启发、练习、实践、听唱
教学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讲故事，过渡听电影《音乐之声》中《哆来咪》选段。

故事情节：《音乐之声》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的奥地利。
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中，有一位叫玛丽亚的年轻修女。她活泼
漂亮，会弹吉他，喜欢唱歌。有一天，玛丽亚来到一个上校
家当家庭教师。在上校外出工作期间，玛丽亚教上校家几个
没有了妈妈的孩子学会了很多歌曲。《多来米》便是其中的
一首。她还给孩子们排练了合唱。当上校回家时，玛丽亚和
孩子们用甜美的歌声迎接他。上校很高兴，他也边弹吉他边
演唱了一首歌。同学们猜猜，上校唱的是什么歌？对！就是
这首《雪绒花》。这是一首古老的奥地利民间歌曲，上校借
这首赞美雪花的歌曲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幸福、安宁生活的热



爱之情。后来，玛丽亚成了那几个孩子的妈妈。在他们全家
外出旅游回家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德国法西斯侵占了上校
的祖国和家乡，并要上校去当海军。上校是个热爱祖国的军
人，他不肯为敌人工作。他和玛丽亚决定带着孩子们逃往国
外。就在他们准备逃跑时却被敌人发现了。上校便假称是去
参加音乐节的演出。敌人不大相信，便派人跟踪了他们。上
校的家庭合唱团在音乐节上表演的第一个节目便是《雪绒
花》。

（2）简介电影《音乐之声》背景。

这部电影是在1965年根据同名音乐剧《音乐之声》改编而成，
同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二、讲授新课

1、出示雪绒花图片，介绍雪绒花得名。

雪绒花是奥地利国花，此歌逐渐流传，影响广泛。

（通过赞美雪绒花，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抒发了主人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3、听童声合唱版本，要求第二段试用“lu”作伴唱，并在欣赏
时考虑以下问题：

1）这首歌的调号和拍号？

c大调3/4

2）这个拍子的强弱规律是什么？手势怎样打？

强弱弱



4、解决歌曲中的节奏难点（第三乐句第一小节）。

讲解“前半拍休止后半拍起唱”的节奏的演唱方法。

5、随琴演唱全曲。

6、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指导练习怎样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提示要注意情绪的表达，
音乐要素的变化和强弱规律。

三、拓展感受

欣赏电影中《孤独的牧羊人》选段。感受歌曲的音乐形象。

四、小结

三首歌曲风格不同，表现形式不同：感受了欢乐有趣的《哆
来咪》，体验深情无限的《雪绒花》，欣赏了幽默风趣的
《孤独的牧羊人》。

正是有了这三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贯穿于整部电影，才使《音
乐之声》更加吸引人。

五、结束新课---再次用优美的声音有感情的演唱《雪绒花》：

六、教学反思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是陶冶人性情的熔炉。只有在歌咏或舞
蹈者本人对音乐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浓烈的情感，才能
对音乐进行精彩的表现和创造。本课充分营造情景：教师充
满深情的故事讲述和故事片插曲《雪绒花》演唱片断的欣赏，
将同学们带进一个神圣的殿堂――有关于美的音乐的，有关
于爱国的，有关于人间挚爱与真情的……学生体验各不相同，
共同的是他们的情感得到了一次荡涤。由此，他们产生了浓



烈的学习愿望，在赏、唱、奏、创的教学环节中，他们尽情
展示着对音乐的理解，表现着美的情感。音乐之美，情感之
美，在课堂上得到体验和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