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山童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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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山童教案篇一

都不知道在唱什么”这时我就说：“别心急，等一会你就会
听出歌曲演唱的内容了。现在谁能来告诉我这首歌曲的.情绪
和速度分别是怎么样的？”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急，因为《火车来了》这
首歌曲，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完全陌生的
歌曲，他们肯定不可能在第一遍的时候就能听出唱的内容。
但是在第一遍是完全能够感受出音乐的情绪、速度和音乐风
格的。而且只听一遍他们也还没有真正进入歌曲的整个氛围
中。接着，我又提出不同的聆听的要求，反复的听了几遍，
他们也慢慢适应了歌曲的这种速度也渐渐融入歌曲中。这个
时候再请他们说说歌曲的内容，就水到渠成了。

音乐山童教案篇二

这首歌曲，旋律欢快、热烈，速度稍快很具有新疆音乐的风
格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初听歌曲，让他们感
受歌曲的音乐风格、速度、情绪等基本的音乐。但是六年级3
个班不论是哪个班在初听结束后，就会有学生举手：“老师，
这是什么歌呀？都不知道在唱什么”这时我就说：“别心急，
等一会你就会听出歌曲演唱的内容了。现在谁能来告诉我这
首歌曲的情绪和速度分别是怎么样的？”对于学生提出的问
题，我一点也不急，因为《火车来了》这首歌曲，学生在日
常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完全陌生的歌曲，他们肯定不



可能在第一遍的时候就能听出唱的内容。但是在第一遍是完
全能够感受出音乐的情绪、速度和音乐风格的。而且只听一
遍他们也还没有真正进入歌曲的整个氛围中。接着，我又提
出不同的'聆听的要求，反复的听了几遍，他们也慢慢适应了
歌曲的这种速度也渐渐融入歌曲中。这个时候再请他们说说
歌曲的内容，就水到渠成了。

音乐山童教案篇三

把四季当作人来写，很可爱，所以说四季是有歌声的。”有
学生说：“因为四季是自己来到人间，所以说四季都有自己
的歌。”同学们都为这两位同学的精彩回答鼓掌。学生对整
首诗歌有个整体认识后，接着让学生再仔细读读课文，读中
感悟。这篇课文是一首儿歌，要求能熟读成诵。我就在指导
朗读中让学生抓住重点词语对朗读效果进行评价，在评价中
体会这些词语所要表达的四季的特征。这些词语主要是“花
儿笑”“蝉儿叫”“枫叶红”“雪花飘”等。在充分感受的
基础上，再让学生说一说四季的特点，并进一步体会感悟四
季各自优美的景色。

组织学生进行有效的言语实践活动是语文课的基本任务。本
课就以读为主线，辅之以听、说、写，让学生对课文的语言
文字经历一个由“感知——感受——感悟”的教和学的过程。
感知，以朗读为主；感受，以口说为主；感悟，以学习语言
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该处于主体的地位，但这个主
体地位不是老师给的，而是老师应该尊重的。尊重学生浅层
次的感知，使大部分同学都能参与到课堂的进程中来，就连
平时觉得上课无所事事的同学都能积极举手，踊跃发言，给
自己一次锻炼的机会。老师的鼓励，同学的赞扬声中，他们
可能将重新审视语文课堂，可能会对今后的语文学习更有激
情，更有信心。尊重学生较高层次的感受，让那些有所感，
有所得的孩子有亮相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语文学习的甜头，
对语文课堂有新的认识，对语文课程有新的体会。尊重学生
深层次的感悟，让那些爱动脑筋的孩子有展示自我风采的空



间和时间，让他们真正感受语文世界的微妙，语文课堂的绚
丽多姿，语文学习的妙趣横生，语文知识的博大精深。

音乐山童教案篇四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日、吃、狮、皮、住”5个生字。

2认识声母“.r”，会拼读带有这三个声母的音节。是整体认读音
节，不用拼读。

3能正确朗读儿歌，做到不添字、不漏字，熟读成诵。

4复习笔划“乛”横钩，并会按笔顺正确描写带有这个笔画的
生字:“日、皮”

教学重点及难点

1认识本课5个生字：日、吃、狮、皮、住。复习笔划“乛”
横钩，并会按笔顺正确描写带有这个笔画的“日、皮”

2认识声母“.r”，会拼读带有这三个声母的音节。是整体认读音
节，不用拼读。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引入新课。

1师：同学们，你们过生日时，得到过什么生日礼物？

出示：生日，教学：日，注意读准翘舌音。

3师：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首新的儿歌《三只猴子》，
出示课题：22、三只猴子，齐读。

二整体感知，学习生字。



1听录音，思考：老猴想得到什么生日礼物呢？

2板书：吃仙桃，教学生字“吃”

（吃：正音。师：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平时你喜欢吃什
么？积累口字旁的字。）

3再听录音，轻声读课文，圈出课文中的其他生字。

4学习生字“狮、皮住”

“皮”：复习笔画“乛”横钩，书空。组词。

“狮”：让学生说说对狮子的了解。

“住”：让学生交流记忆的方法。

5把生字送回课文，让学生自读儿歌？

6指导朗读。

三学习拼音，认识声母、整体认读音节。。

1出示：zh

师领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2同样方法教chshr

c加h，chchch

s加h，shshsh

小树发芽rrr



3师：今天，我们再学习几个整体认读音节，出
示：zhichishiri

整体认读要读得长而响亮。（师领读，指名读，小组读，开
双轨火车读。）

4看图、拼读音节，完成连线练习：

dushuzhishuchahua

5叫号游戏复习整体认读音节。

四做游戏，巩固生字。

做猴子摘桃的游戏

五写字指导

1指导书写“日、皮”

2学生先观察，说说注意点等。

3教师范写，重点讲解“皮”。学生描红，练写。

4师生讲评。

音乐山童教案篇五

1、如何通过歌曲《咏鹅》的学唱，加深孩子对经典古诗词的
理解，体验音乐与古诗融合的魅力。

2、如何调动学生的情感，用自己喜爱的形式创造表现古诗词
意境。



1、教材分析：《咏鹅》

一曲是选自国家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教科书，《走进音乐世界》
（花城出版社）1年级下册第八课。她是承接一年级《读读、
唱唱》的延续。他体现音乐与相关文化的结合，力图借姊妹
艺术（诗词）增强艺术的感染力。教材选择天真、活泼有童
趣，如诗入画易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供配套的教学参考
课件对教学帮助启迪很大。

2、教学展示录《咏鹅》

2、配乐朗诵。启发学生理解古诗意境，再根据诗词的情绪设
计它的节奏、速度、力度、声音的高低及朗诵的方式。然后
再配上乐曲朗诵，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对比一下有音
乐和没有音乐配合朗诵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并鼓励学生聆听
音乐时即兴地做律动，表达自己对歌曲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