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摇篮曲欣赏课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摇篮曲欣赏课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3.通过学习、聆听歌曲，感受、体验爸爸妈妈为我们倾注的
爱，并懂得要回报爸爸妈妈。

教学重点、难点：能有感情的演唱歌曲，用歌声表达对爸爸
妈妈的爱。

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情境导入

a.在画面中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b.聆听《小宝宝睡着了》稳定情绪，并感受摇篮曲的宁静舒
缓音乐的特点。

c.说说最你感动的事情。

二、学唱歌曲《唱给妈妈的摇篮曲》



1.初听旋律，请学生说说看着熟睡的妈妈会想些什么？做些
什么？

2.聆听全曲（播放动画）

a.小女孩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b.听了这首歌，你认识了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3.教师范唱

4.指导演唱

a.学唱歌曲第一段

集体按节奏朗诵歌词第一段；跟随伴奏学唱。

重点学唱：妈妈屋里静悄悄。妈妈屋里怎样静悄悄的？

b.学唱歌曲第二段

请个别学生朗诵歌词第二段；跟随伴奏学唱。

为表达对妈妈的热爱之情，应该用什么情绪演唱？速度呢？

（用深情、轻柔的情绪，慢速有感情地演唱）

c.学唱歌曲第三段（直接唱歌词，把尾句也加进去唱一唱。）

d.说说尾句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

有感情的齐唱尾句。

5.完整演唱



6.聆听《天亮了》

故事引出，再聆听歌曲，进一步感受母爱的伟大。

三、编创与活动

1.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唱给妈妈的摇篮曲》

2.创编歌曲《唱给爸爸的摇篮曲》。

四、小结

摇篮曲欣赏课教案篇二

课程简介：孩子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爸爸妈妈都曾抱
着孩子或守护在孩子床边哼着摇篮曲，让孩子在幸福的歌声
中甜甜地进入梦乡。可是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又知道幼时的自
己是如此的幸福呢？有多少孩子又知道感激父母的疼爱呢？
在此，我想通过欣赏不同的摇篮曲，让学生体验亲情，分享
亲情艺术之美，懂得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在亲情教育中学习
音乐知识。

课程目标：1.人文目标：感受情感、崇尚自然、感悟真情、
热爱生活。

2.能力目标：哼唱摇篮曲、用竖笛演奏摇篮曲，了解摇篮曲
风格、感知其音乐要素。

3.情感目标：领略摇篮曲意境、体验深深母爱、父爱，懂得
感恩。感悟艺术真谛。

教学重点1.通过对歌曲的欣赏和展开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体
验亲情，分享亲情艺术之美，懂得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激发
同学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2.体验不同地域摇篮曲的音乐情绪，感知其音乐要素。

教学难点：1．声情并茂地哼唱、演奏摇篮曲。

2．摇篮曲情绪和风格的把握。

课程资源：中外若干首摇篮曲，课件，亲情相片，竖笛，钢
琴

课程理念：创设情境，在感受亲情音乐是学习音乐知识。

课程实施：

展示几个同学儿时的照片或和妈妈的合影（做成幻灯片），
猜一猜他们是谁？并由照片的`主人说说背后的故事。（背景
音乐一直播放摇篮曲）

1、给学生欣赏两幅小宝宝入睡的画。表现的是什么亲情？

2、播放舒伯特摇篮曲和廖昌永的歌。请学生选择

3、如果你是画面中的妈妈，你想采用什么样的音乐才贴切呢？
为什么？

4、如果你是画面中的小宝宝，你会喜欢哪一种音乐来帮助你
入睡呢？为什么？

音乐是最能表现这种亲情的艺术，有许多音乐家写了很多歌

曲来表现这种亲情，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几首音乐作品。

1，舒伯特摇篮曲

2，勃拉姆斯摇曲



3，再听，多多感受，情绪、力度、速度、旋律个有什么特点？

4，谈感受，各抒己见，充分理解摇篮曲的风格特点。

5，引申。还有很多这种风格的音乐作品，听听东北摇篮曲、
藏族摇篮曲，印度尼西亚摇篮曲等等。

特点：安静、温馨、甜蜜

宁静、安详、幸福

1，摇篮曲，又称催眠曲。原是母亲在摇篮旁为使婴儿安静入
睡而唱的歌曲，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音乐体裁。摇篮曲的
音乐形象一般都具有温存、亲切、安宁的气氛。曲调平静、
徐缓、优美，充满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热诚的祝福。伴奏中往
往模仿摇篮摆动的律动。摇篮曲既有声乐作品，又有器乐作
品。除了为人声创作的摇篮曲外，还有为各种乐器演奏而作
的摇篮曲。这种器乐摇篮曲在内容和规模上都比声乐摇篮曲
有更多的发展。器乐摇篮曲不是限于催眠和描写婴儿入睡，
而更多的是抒发内心的思想感情，刻划宁静而富于诗意的精
神境界。

2，音乐家小故事

舒伯特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把许多歌曲送到出版商那里
去，又多又快，而每首歌曲却只值两毛钱。因此，虽然不朽
的作品连连问世，舒伯特却连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一天，
大作曲家舒伯特饿得昏头昏脑，但他身无分文。他试着走进
了维也纳的一家饭馆。进去后，他四处张望，希望能看见一
个朋友，他的眼光无意中落到桌子卜的一张报纸上，那上面
有一首小诗。他看了看后，在饭馆里来回走了几趟，为那首
小诗谱上了乐曲，他把乐曲交给了饭馆老板，换了一份土豆
烧牛肉。三十年以后，巴黎的‘家商行将这份手稿以四万法
郎的高价售了出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舒伯特《摇篮曲》。



4，竖笛演奏摇篮曲，吹奏我们最熟悉的这首摇篮曲，舒缓悠
扬地

摇篮曲最能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以“妈妈，我想对
您

说……”为例，说出最能代表你对妈妈情感的一句话。学生
自

由发言，抒发真情。（背景音乐摇篮曲）

《摇篮曲欣赏》

摇篮曲欣赏课教案篇三

课程简介：   孩子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爸爸妈妈都
曾抱着孩子或守护在孩子床边哼着摇篮曲，让孩子在幸福的
歌声中甜甜地进入梦乡。可是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又知道幼时
的自己是如此的幸福呢？有多少孩子又知道感激父母的疼爱
呢？在此，我想通过欣赏不同的摇篮曲，让学生体验亲情，
分享亲情艺术之美，懂得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在亲情教育中
学习音乐知识。

课程目标：  1.人文目标：感受情感、崇尚自然、感悟真情、
热爱生活。

2.能力目标：哼唱摇篮曲、用竖笛演奏摇篮曲，了解摇篮曲
风格、感知其音乐要素。

3.情感目标：领略摇篮曲意境、体验深深母爱、父爱，懂得
感恩。感悟艺术真谛。

教学重点1.通过对歌曲的欣赏和展开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体
验亲情，分享亲情艺术之美，懂得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激发



同学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2.体验不同地域摇篮曲的音乐情绪，感知其音乐要素。

教学难点 ：  1.声情并茂地哼唱、演奏摇篮曲。

2.摇篮曲情绪和风格的把握。

课程资源：  中外若干首摇篮曲，课件，亲情相片，竖笛，
钢琴

课程理念：   创设情境，在感受亲情音乐是学习音乐知识。

课程实施：  

展示几个同学儿时的照片或和妈妈的合影（做成幻灯片），
猜一猜他们是谁？并由照片的主人说说背后的故事。（背景
音乐一直播放摇篮曲）

1、给学生欣赏两幅小宝宝入睡的画。表现的是什么亲情？

2、播放舒伯特摇篮曲和廖昌永的歌。请学生选择

3、如果你是画面中的妈妈，你想采用什么样的音乐才贴切呢？
为什么？

4、如果你是画面中的小宝宝，你会喜欢哪一种音乐来帮助你
入睡呢？为什么？

音乐是最能表现这种亲情的艺术，有许多音乐家写了很多歌

曲来表现这种亲情，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几首音乐作品。

1，舒伯特摇篮曲



2，勃拉姆斯摇曲

3，再听，多多感受，情绪、力度、速度、旋律个有什么特点？

4，谈感受，各抒己见，充分理解摇篮曲的风格特点。

5，引申。还有很多这种风格的音乐作品，听听东北摇篮曲、
藏族摇篮曲，印度尼西亚摇篮曲等等。

摇篮曲最能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以“妈妈，我想对
您

说……”为例，说出最能代表你对妈妈情感的一句话。学生
自

摇篮曲欣赏课教案篇四

“摇篮曲”和“进行曲”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乐曲，它们
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根据中班幼儿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
境的不同，特设计本次活动内容，让幼儿学习对比性欣赏，
并选择不同的动作表现不同的音乐，增强幼儿对乐曲的欣赏
水平。

教材选用了勃拉姆斯优美抒情的《摇篮曲》和英国作曲家爱
尔加雄壮有力的《威风凛凛进行曲》，让幼儿进行对比性欣
赏。通过欣赏，让幼儿了解这两种不同性质乐曲的特点，以
提高幼儿对乐曲的理解和鉴别能力。

近代学习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
不易激发起主动探究、操作的行为。因此，在本次活动的选
材和设计上，都努力确保幼儿对乐曲有充分的冗余度(熟悉程
度)。《摇篮曲》是幼儿所熟悉的，小班时也欣赏过与本次活
动选用的教材所类似的摇篮曲。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于1868
年创作的《摇篮曲》，乐曲采用大调式，3/4拍子，简单的主



题充满了温和安详的情绪，表现了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
《威风凛凛进行曲》这首进行曲因为它非常形象，非常有感
染力，所以现在已经为许多国家军队仪式所采用。乐曲速度
较快，是大调式2/4拍。它分三个部分，表现了热烈欢快的气
氛和辉煌、庄严、壮丽的场面。“进行曲”音乐形象鲜明，
节奏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也有精神饱满地列队、踏步、
做操、开运动会等的体会，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感
受音乐的经验，遵循以幼儿经验为基本出发点。

根据音乐欣赏分类目标，以及中班年龄段音乐教学目标，同
时注重考虑音乐对幼儿的可感性和可接纳性，我制定了本次
音乐欣赏活动的具体目标：

(1)通过对比性欣赏《摇篮曲》和《威风凛凛进行曲》，让幼
儿感受乐曲的不同性质。

(2)培养幼儿良好的倾听习惯。

(3)引导幼儿根据不同的音乐，选择不同的动作来表现，提高
音乐的感受能力。

通过对比性欣赏《摇篮曲》和《威风凛凛进行曲》，让幼儿
在倾听、感受基础上，了解两种乐曲的不同特点，并能区别
出音乐作品的不同情绪及节奏特点。

[分析]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音乐形象是通过各种表现手
段(如旋律、节奏、速度等)而塑造出来的。而音乐又是一门
时间艺术，是在时间中流动的，稍不注意就会流失过去。作
为乐曲的欣赏，幼儿只能借助于专注的倾听来理解作品内容。
中班幼儿注意力开始发展，也具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因此
只有引导幼儿聚精会神地倾听，正确理解乐曲所表达的内容，
才能使幼儿与乐曲产生共鸣。

能够自主、即兴地创作与别人不同的表情、动作来表现两种



不同的音乐。

[分析] 欣赏音乐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
的过程。幼儿的认知程度具有感性大大超过理性的特点。因
此在音乐感知的基础上，产生情感体验及联想从而达到对作
品的深入理解，对幼儿来说极具挑战性，同时借助于教师的
引导帮助，让幼儿通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

1、软件上的准备：教师熟悉两首对比欣赏的乐曲，了解两首
乐曲的背景、曲作者。制作cai课件，辅助教学所用。在cai课
件中，抒情柔美的《摇篮曲》配以宁静、祥和的风光与亲情
摄影、绘画作品。节奏坚定的《威风凛凛进行曲》，画面配
以世纪大阅兵队列行进的图片，帮助幼儿感受乐曲的不同性
质。

2、硬件上的准备：录音机和两首乐曲磁带，森林场景，装有
信和磁带的信封一个。

教学中我主要采用听、视、动相结合的方法。

1、从“听”入手。引导幼儿养成注意倾听的良好习惯。音乐
是时间艺术，要想获得良好的音乐欣赏效果，注意力集中是
先决条件，只有认真地去倾听才能正确地感知作品的旋律、
节奏、速度和表达的思想内容。为使幼儿养成良好的倾听习
惯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指导帮助：

(1)根据新《纲要》中“幼儿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中主
动学习和发展的”这一指导思想，我在活动中特别注意了创
设与教育相适应的环境。

比如在导人部分，用动感的多媒体课件“美丽的森林”为背
景，运用大型软积木搭出颜色鲜艳的房子、花朵、月亮船，
引导幼儿在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进入美好情境。让其心情放松，
没有任何压力地去欣赏。



(2)在重复对比倾听的时候，设计提问：“仔细听一听，两首
乐曲有什么不同?”让幼儿带着问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去听。

2、从“视”入手。引导幼儿初步学习怎样欣赏一首音乐作品
的方法。采用视听欣赏的形式帮助幼儿感受、理解和记住音
乐，视听欣赏的形式能调动起幼儿的各种感官，让幼儿目有
所见、耳有所闻，在不知不觉中带着喜悦、好奇之心进入作
品的美好境界之中。其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欣赏过程
也在不断地暗示幼儿，应从哪里人手，从哪些方面去欣赏一
首音乐作品。

3、从“动”入手。利用与音乐相符的动作来感受理解音乐，
用此方法激发幼儿的想像力，让动作使音乐内容具体化、形
象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随音乐作模仿动作，能加深幼儿
对音乐的印象。这样，幼儿初步学习了欣赏的方法，还会激
发幼儿再次欣赏音乐作品的兴趣，促进了其情感的发展，陶
冶了性情。为幼儿今后独立思考、独立学习及良好的学习习
惯的养成奠定了基础。

另外，由于幼儿的知识水平、理解水平和实际生活经验都有
所差异，每个幼儿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和通过音乐产生的联
想也都不一样。在学法指导中我注意了让幼儿充分发表自己
的看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对作品的理解，使其在活
动中获得自主权。说说自己的感受、听听别人的想法，这样
既有利于自我的发展又有利于幼儿间的相互学习;既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经验又赋予音乐作品更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也符合了
《纲要》中“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摇篮曲欣赏课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通过倾听音乐感受摇篮曲轻柔、缓慢的旋律，引
导幼儿用语言说出摇篮曲的性质，并有兴趣地用动作表现哄
娃娃睡觉的情节。



教学准备：创编一段舞蹈，音带

教学过程：

（一）导入复习歌曲：《小小的船》

教师语言：天黑了，整个大地变得静悄悄的，月亮姑娘来唱
歌了，星星来为他伴奏，他们的歌声让静静的夜显得更美丽。
听——（师生合唱，引导幼儿看老师的指挥手势）

（二）欣赏摇篮曲

1、感受音乐的特点

乐）

提问：这段音乐好听吗？听了这段音乐你想到了什么呢？

小结：听了这段音乐你们想到了那么多的事，你们真是用心
在听。那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些事的呢？这段音乐给我们的感
觉是怎么样的呢？（再次欣赏，讲讲感觉，教师哼唱加以肯
定）

小结：你们说得真好，这段音乐给我门的感觉就是很柔和，
很安静的，缓慢的。

2、感受音乐的内容

教师语言：其实音乐就像人说话，每一段音乐里都藏着一个
优美又动听的故事，那么这段音乐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看吧！（欣赏舞蹈和音乐）

提问：现在你们都知道这段音乐讲了什么故事呢？你是怎么
知道的？（结合动作理解：妈妈在哄宝宝睡觉，并开心安慰
地跳起舞了）



小结：这段音乐讲述了妈妈在哄自己心爱的宝宝睡觉，像这
样的曲子我们叫它《摇篮曲》。

3、幼儿表演音乐内容

教师语言：在幼儿园里老师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就是老师
的好宝宝，天黑了妈妈要哄宝宝们睡觉了。

教师语言：妈妈哄你们睡觉心里怎么样？你们想不想也来做
一次小爸爸小妈妈哄自己的娃娃睡觉呢？（幼儿也来扮演妈
妈爸爸哄娃娃睡觉）

难点：哄娃娃的动作可以引导幼儿变换动作。（幼儿个别示
范 ） 表演得逼真（引导幼儿用动作体现对娃娃的宝贝）

4、结束语：小娃娃真的睡了，让我们轻轻地把他放到小床上，
我们也该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