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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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篇一

欣赏《大海啊，故乡》。

能感受《大海啊，故乡》中所寄托的游子的思乡之情，能模
仿xxxxxxxx的节奏，并即兴哼唱两小节旋律。

一、创设情境。

1.闭上眼睛，你听到了什么。

2.请你分别模仿海鸥、海风、海浪的声音。选择你喜欢的声
音，我们一起创设出海边的气氛。

3.老师带你们到美丽的海底世界去看看。

4.大海是这样美丽，请你来汇报你查找到的关于大海的资料
吧！

5.大海不光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物产，谁能说一说大
海的物产有哪些呢？

二、新课教学。

1.初听这首歌曲，请你的身体随着音乐做动作。

你觉得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和情绪？



2.复听歌曲，你对哪句歌印象最深，用你喜欢的声音哼唱出
来。

3.把你哼唱的歌曲用手中的乐器进行模仿演奏。

4.感受这首歌曲的拍子，并随着节拍用打击乐器伴奏。

5.再听歌曲，分析这首歌曲是几拍子的歌。

三、编创与活动。

1.分两组，排练节目，要求有唱歌、跳舞、打击乐器和器乐
演奏的同学。组长负责分配每个人的职责。

2.两组同学排练的节目进行汇报表演。

3.评价一下哪一组同学表演的更好，为什么？

4.老师今天还带来几首歌曲，听一听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相似之处。

5.听《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枉凝眉》《葬
花吟》，介绍歌曲作者王立平。合唱歌曲《牧羊曲》，并加
入武术动作。

四、课堂总结。

王立平爷爷写了这么多动听的歌曲，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
爱故乡的人，希望你们也能热爱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家乡
建设的更美好。

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篇二

1．在音乐活动中了解大海，感受海的音乐形象，激发热爱大



海、热爱生命的情感。

2．能用亲切柔和、充满激情的声音准确演唱歌曲《大海啊，
故乡》，分析作品的音乐要素，体会并表现出歌曲所蕴涵的
情感。

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大海啊故乡》

教学重点： 用圆润、自然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大海啊，
故乡》

教学难点： 运用音乐要素分析表现大海的音乐作品

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你们看老师做一个舞蹈动作，当你看到这动作
时，会联想到什么？ （师做双臂波浪动作，学生自由发言）

师：我们会联想到海鸥、会联想到大海，有哪位同学见到过
真正的大海？有没有亲自到海边玩过？你来描述一下你见到
的大海。（学生用自己的话描述对大海的印象或到海边游玩
的情景）

师：提起大海，大家都非常兴奋，刚才大家交流的都很好，
现在，你能不能用学过的成语来形容大海。

表现大海宽阔的：一望无边、无边无垠、水天相接、烟波浩
渺、一碧万顷；

表现大海宁静的：风平浪静、鸥水相依、海波不惊、海不扬
波、碧海青天；

表现大海气势的：海纳百川、汹涌澎湃、气吞山河、排山倒
海、浊浪排空；



教师小结：刚才同学们交流得很好，这节课我们就来学唱一
首与大海有关的歌曲《大海啊，故乡》。（轻轻的播放《大
海啊故乡》的前奏）

交流讨论刚才的问题：

1、音乐情绪是怎样变化的？

2、力度又是如何变化的？

交流讨论后师小结：

这首歌的情绪： 由深情到激动

这首歌的力度： 由弱到强

师：优美的画面、动听的旋律，同学们想不想唱这首歌？

在学唱歌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首歌曲的作者。

王立平，著名作曲家，吉林长春人，代表作品有《红楼梦》、
《牧羊曲》、《太阳岛上》等，他的音乐作品题材广泛，格
调清新，表现手法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

1、听教师范唱，学生跟着老师小声哼唱 。

2、教师电子琴伴奏，学生跟琴学唱歌曲。

3、解决难点

（1）3/4 12 1· 76 | 53 3 - | 注意切分节奏的唱法。教
师反复范唱，指导学生演唱。

（2）3/4 65 4 11 65 | 5 - - | 注意后十六分音符的唱法，
要做到准确清晰。“5- -”的时值要唱足。



4、完整演唱歌曲。

5、学生跟伴奏音乐朗读歌词。

6、师生共同演唱歌曲。

1、根据歌曲的音乐情绪，这首歌曲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每个
段落有什么特点。

2、讨论后小结：

第一段 朴实、优美、回忆自己在海边生活经历。？

第二段 音区提高，充满激情，是情感的抒发，表达主人公对
大海对故乡和妈妈浓厚真挚情感。

第一组：温柔、恬美、平静。

第二组：波涛汹涌、跌宕起伏。

4、如果用大海的平静和跌宕起伏表现歌曲情感，如何划分？

第一段：平静

第二段：跌宕起伏

5、用歌声表现歌曲情感， 师指挥学生有感情的演唱。

（1）跟琴用“呜”和“啊”哼唱歌曲注意演唱情绪。

（2）跟琴轻声唱歌词，注意力度的变化。(歌曲结构十分简
洁，前后只有四个乐句：前两个乐句朴素无华，富有叙事性；
后两个乐句情深意长，表现出主人公对大海、故乡和母亲深
切思念的感情。)



(3)歌曲第一遍全体演唱；重复时前段采用领唱，集体边哼鸣
边作身体律动，后部分采用齐唱，第一组学生用“啊”伴唱。
在歌曲的间奏时配上朗诵。（朗诵内容可以是提前让学生准
备，也可老师准备好投影出来或是请学生即兴发挥）

6、指导学生用肢体语言表现歌曲。

讨论：如何用身体语言表现大海平静与波涛汹涌？

学生分组创编，集体跟着音乐表演。

请学生上台表演。

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篇三

学会分析人物形象

情感态度目标

了解旧中国的苦难，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分析、评价人物，探讨人物与主题

学会分析人物形象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

回顾、复习

了解巩固文体知识

情节和典型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

1．简介“小说”



2．简介背景

听介绍

了解背景及文常

小说以时间为序，以我回故乡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展开，全文
可按“渐近故乡-在故乡-离开故乡”分为三个部分：

1．交代时间、地点、回家原因及心情

2．“我”在故乡期间的见闻和感受

阅读、讨论交流

理清课文脉络结构

3．“我”失望痛苦地离开故乡，寄希望于未来

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篇四

(一)学习歌曲，激发学生对电声音乐的兴趣。

(二)能够自信地、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大海啊，故乡》，并
用圆润流畅的歌声表达热爱大海、热爱家乡的感情。

学习歌曲有感情地演唱为重点，节奏x xx. x x |x x x—|；音准
特别是低音的演唱为难点。

听录音、多媒体展示、范唱、范奏、模唱、提问、讨论、互
动交流、讲解分析、总结、实践创编活动。

新授课。(唱歌)

1课时 。



收录机、磁带、电子琴、多媒体设备、光盘、挂图、教鞭、
彩笔、书面材料、板檫等。

波浪式书写、提纲式书写。

2、导入新课同学们你们见过 大海吗？会唱有关大海的歌吗？

(生讨论后回答)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非常优美抒情的大家
喜爱的有关海的歌曲 ——《大海啊，故乡》。

3、新课

（1）简介歌曲《 大海啊，故乡》是影片《大海在呼唤》的
主题歌，创作于1983 年。音乐通俗易懂，格调高雅，优美动
听，感情真挚，是一首深受欢迎、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
1=f? 中速、深情地，王立平词曲，杨传纬英文译配。（师讲
解分析）

（2）作者简介 （可先让学生介绍，后老师讲解）

王立平（1941—— ）作曲家，吉林长春人。在北京电影乐团
任团厂兼作曲。曾参加大型纪录片《周总理永垂不朽》作曲，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作品还有：《潜海姑娘》、《鸽
子》， 电视片音乐《哈尔滨的夏天》，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音乐，电影音乐《戴手铐的旅客》、《少林寺》、《大海在
呼唤》等。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格调清新，旋律优美，配器
精巧， 表现手法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

（3）听录音 学生听录音一遍，感受音乐的情绪，留下初步
印象。

（4）提问 此歌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5）朗读歌词学生齐朗读歌词一遍，带感情朗读，边读边思



考所提出的问题。

（6）生发言学生2—3人回答。

（7）师总结此歌借助对大海的思念与赞颂，抒发了人们对哺
育我们成长的母亲、故乡和祖国的热爱与眷恋之情。

（8）复听 再放录音，让学生听，熟悉旋律。

（9）随琴模唱师弹此歌的旋律学生从开头到大海前用“m ”做
哼鸣练习，从大海到结束用“啊”模唱，并体会其情绪的变
化，模唱两遍。

（10）填唱歌词学生试唱歌词一遍。

（11）难点解决纠正错误解决难点，突出强调，范唱对比
（音准、节奏、演唱方法）。

（12）完整唱学生完整唱一遍。

（13）艺术处理

a、共有六个乐句，前两个乐句质朴、深情、亲切、如叙家常，
属叙事性，低吟轻叹，后两个乐句情意深长，感情稍饱满，
有起伏感。重复的后两个乐句感情饱满、情绪激动、有种呼
唤的感觉。

b、在三拍子的基础上突出附点节奏的起伏变化。

c、保持中速，循环用气，声音圆润、连贯。（可让学生先说
自己的处理意见，后老师再讲解）

（14）分组比赛男女生分组比赛，对比一下音色的变化及演
唱效果，并略作评价。（可让学生互评）



（15）视谱练习先学词后学谱，学生先试唱后老师教唱两遍，
再弹琴让学生随琴唱。

（16）创编活动

a、列举有关大海的歌曲与乐曲并试着唱几句。（学生自由发
言，培养学生的能力）

b、放《大海啊，故乡》的伴奏音乐，学生朗诵有关海的诗词、
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片段。

c、任选一种音响，为《大海啊，故乡》编配乐曲开头或结尾。

1、以人声2、以乐器3、以自制音响4、以电子琴 5、以电子
合成器或音乐电脑多媒体。

(17)教师总结

举例：带海的歌曲如《大海》、《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渔光曲》、《大海摇篮》、《海鸥》、
《海的魅力》、《赶海的小姑娘》等。带海的乐曲如《大
海》、（交响素描）《大海》、（钢琴曲）《蓝色的爱》 带
海的文学作品如《海的女儿》、《老人与海》、《大海的
歌》、《海洋里有什么》、《蓝色的诱惑》、《奇迹的海》、
《至东海》、《东海》等。

（18）试唱英文学生先朗读英文歌词，后试唱歌曲《大海啊，
故乡》（英文版）（先尝试一下，此内容安排下节课继续学
习。）

（19）多媒体播放 学生随多媒体音乐巩固唱一遍《大海啊，
故乡》。

同学们今天学到了什么？（让学生自己总结）同学们在快乐



中很快度过了一节 课的时间，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今天学习
的歌曲是什么乐队伴奏的？（学生可能说不准老师可更正）
是电声乐队。你们想了解有关知识吗？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学
习探讨。

学生在《大海啊，故乡》的音乐声中和老师说再见。

大海啊故乡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关注《故乡的榕树》中那割舍不断的思乡情。

2、从课文的描述里去感受乡情美，并探究这种美产生的原因。

3、鉴赏优美流畅的语言艺术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对文中优美的语句进行仿写，并说说喜
欢的理由。

教学教材：高中语文新课标广东版教材必修二。

教学年级：高一年级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方法：讨论式、问答式

学情分析：

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
从眼前的事、眼前的景，生发出对故乡的榕树、故乡的亲人
怀念。时隔几十年，对那些寻常景、寻常人、寻常事，作者
都动情地去追忆，如历历在目，美妙动人。文章感情真挚，



耐人寻味，然而现在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很难理解
黄河浪的那种思乡情结，根本无法懂得作者对两棵老榕树会
生发出如此诸多情怀。学生没有亲身经历，阅历肤浅，要他
们去理解文本，比登天还难。如按常规教学，没有两三个课
时，是无法拿下来的。怎么办？因此我设计了一个活动课，
重点引导学生通过仿写去感受作者在稳重所寄寓的浓浓思乡
情。

教学步骤：

一、布置预习：

内容：了解作者及他的著作《故乡的榕树》；自己阅读课文
一遍，扫除字、词障碍。

将学生分为七大组，每组八个人，每个组准备好一本专用的
活动记录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

二、课前导入。

三、堂上探讨：

整节课的教学紧进紧围绕着“读——一初评——仿写——
说——再评——画”六个环节来进行，以小组为单位，要求
每位同学在记录本上留下自己的点评。

1、读

读原文。要求学生快速地阅读原文，把握作者在文中所表达
那割舍不断的思乡情。

2、一评

每位同学从文中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或一段话，说说自
己喜欢的原因。可以从修辞、句式上分析；也可以分析该句



是否运用想象，作用是什么；还可以从艺术手法上来分析。
要求每位同学在小组记录本上做记录。

教师可先示范：

如第8段第2句中“唯有这两棵高大的榕树撑开遮天巨伞”。
这句是把两棵枝深叶茂的榕树比拟作人撑巨伞，寓动于静，
变物为人，既表现了两棵榕树的超凡形态，又显出卓著的功
能。

3、仿写

结合高考中仿写考点，引导学生就自己喜欢的句子进行仿写，
并在小组记录本上写下来。通过仿写，学生可以把课文中丰
富的语言成分吸收到自己的作文中，又可以理解作者那种思
乡情结，从而消除学生作文时的畏难情绪，体会到作文的乐
趣。

教师可以先示范：

如第11段中第7开始“有的像我一样，把生命的船划到遥远的
异乡，却仍然怀念着故土的榕树么？有的还做在树头的石版
上，讲着那世世代代讲不完的.传说么？”

教师仿写的句子是：“有的像我一样，把希望的帆扬到蔚蓝
的高空，却仍然怀念着那故乡的小河么？有的还坐在那秘密
的花园里，诉说着那理想的故事么？”

4、说

要求学生把自己仿写的句子有感情的读出来。

5、再评

要求其他同学就这位同学仿写的句进行评点，从修辞、句式、



艺术手法上说说优缺点。

6、画

要求每个活动小组根据课文内容画一幅画，突出“驮背”榕
树，还可以赋上一首小诗。

四、教师小结：

五、课后练习：

堂上未完成画的小组，可以在课后继续完成，要求每个小组
交一幅画。

教学反思：

上完这节课，我觉得基本上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引导学
生通过仿写去感受作者在稳重所寄寓的浓浓思乡情，特别是
学生模仿课文作者的语句去表现自己的情感，以及通过作画
来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等，都做得比较成功；另外，从课文
的描述里去感受乡情美，并探究这种美产生的原因，分析讨
论得比较充分，应该说也比较深刻。

但感到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仿写中出现了只重视形式，而忽
视了内容的现象。其次，老师对学生的点评缺乏到位的讲解，
本是这节课很出彩的地方，却轻易跨过去了。

以上是刚上完课后的一点思考。过后再仔细反思一下，恐怕
问题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