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优质7
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一

1.这是一节以声乐为主、律动为辅的综合课。学生通过自学
和教师指导的学习方式，正确掌握歌曲的旋律、节奏。

2.为歌曲创编律动。

1.初听音乐，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请
同学们边听边跟着乐曲的节奏打拍子。

2.复听音乐，同学们的节奏感真强，这一遍我们再听的时候，
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律动。

1.范唱同学们的动作非常优美，现在请大家休息休息，听老
师把这首歌曲给大家唱一遍。

2.接龙游戏这一遍，我请同学们和老师配合，唱的部分老师
来完成，说的部分请同学们来完成。

3.学唱歌曲。请同学们跟着录音自己学唱歌曲。

4.指导纠正。

5.巩固新授。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二

教学内容：

学习歌曲《放马山歌》 ；音乐知识：延长音。

教学目标：

1.有表情地演唱歌曲《放马山歌》。

2.歌表演《放马山歌》。

教学过程：

1.请同学们看看书上的插图，说一说图上有哪些少数民族小
朋友。

2.你还知道那些少数民族？

1.教师范唱：

教师简介这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及音乐风格（学生知道也
可请同学们自己介绍）

2.录音范唱：请同学们重点感受歌曲欢快的情绪。

1.教师提示歌曲演唱顺序。

2.教师反复播放范唱录音（２－３遍），让学生用听唱法学
习歌曲。3、教师分句教唱歌曲。

3.提示八分休止符的“演唱”。

教学反思：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三

1、钟声能唤起人们无限的遐想，本课题的四首音乐作品，都
围绕中外特定的环境下的“音乐与自然”——钟声而创作的
不同风格的乐(歌)曲，让我们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提高审美的
情趣。

2、唱准 音高。唱准 的自然音列， 并进行实践创作活动。

3、初步感受圆号、小号等铜管乐器的音色。

第一课时

《钟声叮叮当》； 音列。

在学唱《钟声叮叮当》的曲调中，唱准 音高。唱准 的自然
音列，并进行实践创作活动。

《钟声叮叮当》是一首曲调短小精悍，旋律、优美的儿童歌
曲。6/8拍，大调式。歌词 “叮叮当”模拟了悠扬的钟声，
仿佛使人聆听到美妙的钟声在空中回荡。全曲只有二个乐句，
基本节奏型相同，在旋律上第二乐句是第一乐句的下移三度
的模进，每乐句中都有一个四度的音程跳进，在平稳中呈现
出起伏，仿佛动听的钟声在不断地敲着。歌曲的合唱声部，
只运用了同音的支声“1”、“ ”作为衬托，丰满了悦耳的
钟声效果，犹如交织成一曲美妙动听的“钟声交响曲”，在
人们耳边久久回响。

一、 师生问好，组织教学。

二、 复习：

1、 第三课《苏珊娜》的曲调。



2、 第五课《唱给妈妈的摇篮曲》的曲调。（目的是为本节
课中出现的fa si 作准备。

三、 音名fa si do(4 7 i) 的学习

1、 跟琴加手势唱准三个音名的音准。

2、 练习：你可以将这三个音重新排列并把它唱出来吗？学
生就可能会排列出4 7 i i 7 4 4 i 7 (目的是巩固刚刚学过的三
个音的音高)

3、 利用教材中的音节图及fa si do的手势。唱准do--do′的音
列。

4、 做教材p29的练习：跟琴唱一唱，巩固音列的学习。

四、 歌曲《钟声叮叮当》

1、 放歌曲的录音，使学生获得完整的音乐形象。

2、 歌曲曲谱的学习：这首歌非常规则，后二句是前二句的
下方二度模进，所以学好前二句，后二句曲调也迎刃而解了。
第一、二句的曲调因为是音阶的上行与下行，所以用听唱与
看谱相结合，几遍就能唱好， 6/8拍的节奏用听唱模仿进行
教学，解决其难点。

第三、四句可以让学生在第一、二句基础上，画出图形谱自
学识谱。

3、歌词的学习：〈1〉自己试着将歌词“叮当叮叮当”填上。

〈2〉纠正出现错误的地方，并告诉学生“v”是换气记号，在
这里要换气，这样，就能把这首民歌唱的流畅而有起伏。



4、学生展示：将唱会的歌曲进行展示，其余的学生进行评价。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锻炼学生的能力及对音乐的感受能力。

五、 小结：复习本课所学内容，提出要求，将音列唱熟悉。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四

欣赏《嘎子嘎》，用打击乐为歌曲加配伴奏。

1、欣赏歌曲《嘎子嘎》，结合电影《小兵张嘎》了解革命历
史，更好的理解歌曲所表达的情景。

2、用打击乐为歌曲伴奏。

3、能即兴随歌曲表演。

一、引入。

1、教师播放电影《小兵张嘎》片断，并简介影片背景及内容。

2、初次欣赏，谈感受。

二、欣赏乐曲。

1、有节奏的读歌词，并了解歌曲内容。

2、出示节奏谱，引导学生唱。

3、逐段欣赏，并交流感受，完成课本填空。

4、完整欣赏，并尝试并听边打节奏。

三、创编活动：用动作表现人物、故事情节。

学生能配合着音乐用打击乐器伴奏。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五

1.学生能用活泼、欢快的情绪和轻巧、有弹性的声音演唱
《爱唱歌的小杜鹃》。

2.学生能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歌表演。

(一)律动。

1.课前循环播放，让学生有个初步认识。

(二)导入新课。

1.听见杜鹃鸟的歌声了吗?谁来模仿一下。

4.下面我们就来完整的把这首歌来唱一唱吧。

(三)小结。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六

教学内容：欣赏《歌唱二小放牛郎》

1、通过欣赏，能够激发学生对小英雄的崇敬之情。

2、能边听边有情感的讲述故事。

1、交流自己知道的战争时期的小英雄。

2、引出王二小，学生交流有关王二小的故事。

3、引入。

1、初次欣赏，思考讨论：歌曲是以什么样的情感演唱的？
（叙事、回忆地）



2、再次欣赏，交流：我从歌曲中听到了……

3、看书上的插图，尝试配乐讲述《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4、展示，激发学生对小英雄的崇敬之情。

学生积极参与，歌曲演唱准确。

歌曲《老爷爷赶鹅》

1、能用自然的声音、较准确的节奏和音调有表情地演唱《老
爷爷赶鹅》。

2、能一边唱一边表演，不断提高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

1、欣赏一首歌曲《咏鹅》。

2、（出示《老爷爷赶鹅》歌片）这节课我们学习一首罗马尼
亚儿童歌曲《老爷爷赶鹅》。

1、听赏，了解歌曲的情绪风格。（欢快、风趣的）

2、跟音乐轻唱，熟悉旋律。

1、教师指导学生有节奏的朗读歌词。

2、教师弹琴，学生逐句跟唱。

3、以各种形式练习。

边唱边创编动作进行表演。

学生积极参与，二部轮唱准确协调。

：歌曲《蜗牛与黄鹂鸟》



教学过程：

1、听音乐，讲故事。“那蜗牛与黄鹂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呢？我们来听一听。”

2、学生讲故事，做动作。模仿蜗牛和黄鹂鸟的语气和动作。

3、（出示歌词）带有节奏的朗读，选一位同学带读，教师打
节奏。

4、听音乐，模仿动作。

5、学生跟琴演唱。

6、教师范唱。请学生分析演唱的不同点，处理歌曲。

7、分角色演唱。

1、讨论：你喜欢蜗牛还是黄鹂鸟？为什么？

2、欣赏《蜗牛过桥》的组图，让学生发现蜗牛坚持不懈的精
神。

学生积极参与，学会演唱本歌曲，积极筹备小小音乐剧。

：音乐剧《蜗牛与黄鹂鸟》

通过小小音乐剧的实践体验，提高学生们综合艺术的表现能
力并贯穿思想教育，让学生知道，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
战胜困难。

1、播放课件：《蜗牛与黄鹂鸟》，教师提示学生用动作或拍
手表现音乐情绪。

2、学生讲述故事。



1、看一下课本中的图片，自己说一说每幅图所表现的内容，
以及每幅图提出的要求。

2、教师引导学生说一说每幅图的内容。

3、总结：蜗牛不怕吃苦，非常认真。

4、欣赏老师们编排的音乐剧。

5、学生表演:学生分组排练；带上头饰表演；完整的一组一
组的进行。

学习小蜗牛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成功的。

学生积极设计、讨论、收集资料，在表演中有合作精神。

三年级音乐课剪羊毛教案篇七

1、在听、说、唱的形式中感受家乡和祖国的变化，激发学生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之情。

2、学生通过对相关事物声音的采集、自己的创编、乐曲的欣
赏，使学生掌握一些相应的节奏和节奏演奏能力。

3、学生掌握吹奏和吸奏的口琴演奏方法，能够熟练演奏歌曲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1、学生在演唱歌曲《如今家乡山》时，能用清楚的声音唱出
连音和断音的区别，断言部分演唱力量适中。

2、《小放牛》是一首产生在冀中平原的著名儿歌，音乐旋律
采用了河北传统的戏剧曲调，为五声调式，2/4拍。初步掌握
五声调式的演唱特点。



3、日常生活中动事物的声音能用简单的节奏表现或模仿出来。

4、学生掌握吹奏和吸奏的口琴演奏方法，做到交换演奏轻巧
快捷，速度稳定。

课时听唱动奏拓展

第一课时《全都认识我》《如今家乡山》采集乡村中动（事）
物的声音

第三课时《快乐的农夫》《小放牛》用打击乐演奏讲讲歌里
的故事给大家听

第四课时综合活动：展示与评价我的创造：用节奏编故事口
琴练习

听：《全都认识我》

唱：《如今家乡山》

1、通过学习歌曲，要求学生用欢快的声音、有弹性的气息支
持来歌唱，歌颂今天美好的生活，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感情。

2、认识断音和连音的唱法和区别。做到断言唱得短促而有弹
性。

学生在演唱歌曲《如今家乡山》时，能用清楚的声音唱出连
音和断音

1、由上一单元的少数民族的歌曲引出我们家乡的歌曲。学生
听赏《全都认识我》，让学生说说知道的乡村中的一些声音，
并且能学一学。

2、学生讨论家乡的变化，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1、观看图画，听赏歌曲。

观看家乡谷堆如山的图画和听赏完歌曲后讨论。

问：歌曲表现了什么事情？歌曲表达的情绪是怎样的？

2、再听歌曲，理解音乐。

（1）再复听歌曲后讨论。

问：这首歌曲哪个地方唱得很欢快？歌曲中怎样唱才能表现
很欢快？

听：《我的小鸡》

唱：《八只小鹅》

1、通过听唱歌曲《我的小鸡》和《八只小鹅》，认识到学生
自己是祖国的未来，激发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的热
情。

2、通过学唱《八只小鹅》，学生掌握简单的二声部伴唱方法。

3、用简单的动作表现“小鹅”的可爱。

1、乡村中的小鸡引出歌曲《我的小鸡》。

2、听赏《我的小鸡》，教师启发学生知道自己是祖国的未来，
激发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的热情。

3、师：“小鸡”高兴了，小鹅可不高兴了：“还有我
呢！！！”引出新歌《八只小鹅》。

1、听录音，感受整首歌曲的情绪，体会小鹅有节奏的摇摆身
体的可爱形象。（出示幻灯或者图片）



2、跟音乐学一学小鹅的动作

先跟教师学一学，再放音乐让学生自由做一做。

提问小鹅的叫声是怎么样的，用节奏来学一学。

3、出示课题与挂图。

4、让学生找找歌曲中哪一句话是重复的？

1 5 | 6 5 | 5 4 3 2 | 1 5 1 |

八 只 小 鹅 快快 活活在玩耍

跟录音唱一唱这句话的曲谱

5、用视唱法与听唱法相结合的方法教学歌曲曲谱

难点：5 5 6 7 | 1 3 | 5 4 3 2 | 1 1 |

教师帮助找出区别，并范唱。

6、学唱歌词

a、让学生自由朗读歌词，找找不认识的生字

b、跟琴学唱歌词

c、难点个别教学：八度大跳1——1

d、基本上能跟琴唱准歌词

7、让学生用“呷呷”来伴唱歌曲，教师指挥学生伴唱的出现
时间，说明简单二声部的演唱方法。



出示图片，并以八人为一小组自由编排一个舞蹈，并进行评
比，给最优秀的小组颁发奖杯。

听：《快乐的农夫》

唱：《小放牛》

1、指导学生用轻快有弹性的歌声来演唱《小放牛》，激发孩
子对民歌的喜爱之情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2、学生能用简单的打击乐器为歌曲《快乐的农夫》伴奏。

《小放牛》是一首产生在冀中平原的著名儿歌，音乐旋律采
用了河北传统的'戏剧曲调，为五声 调式，2/4拍。全曲由四
个乐句组成，第一、三乐句节奏相同旋律相仿；二、四乐句
前半句完全相同，后半句旋律相似。这首《小放牛》将中国
的神话传说编进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中，用借喻的手法赞扬
了赵州桥工艺设计之新颖精湛，赞扬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
能。

师：请问同学们有没有学过一篇课文《赵周桥》

答：学过。

师：请位同学讲讲它的特点。

老师简介：“赵周桥”又名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浇
河上，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大石拱桥，全长50、82米，桥面
宽10米，拱圈由28条并列的石条组成，由李春在隋朝开皇大
业年间设计创建。赵周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其新颖
的设计、精湛的工艺成为世界桥梁使上的卓越典范，其跨度
之大在当时亦数创举，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的创
造才华。



1、学唱歌谱

教师讲解歌曲的特点：

全曲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一、三乐句节奏相同旋律相仿；二、
四乐句前半句完全相同，后半句旋律相似。

歌曲中第一句歌谱中的八分休止符要唱的轻快活泼，可以反
复多试几遍。

2、学唱歌词

歌中的故事你们知道吗？谁来讲一讲，大家听一听。教师补
充：

“赵周桥来鲁班修”，这是一种象征的表达方法。因为鲁班
是我国公元前七百多年春秋时鲁国杰出的建筑工匠，早于隋
朝的李春大约一千年。因鲁班曾创设攻城的云梯和磨粉的煨，
又相传曾发明木做工具，旧时建筑工匠尊称他为“祖师”，
因此，歌词借鲁班之名，表达从敬之意。“玉石栏杆圣人
留”中的借喻手法亦是如此，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
越的创造才华。

3、介绍歌曲特点

师：这首歌有什么特点？

答：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师：我们今天学的这首“小放牛”是戏曲传统曲目，属于民
间小调，即通俗又十分优美、动人。

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学生来演唱。

1、劳动人民的卓越的创造才华，普通的农夫也有他自己的快



乐和骄傲，听

2、启发学生把歌曲分为几断，不同的段落说说有什么不同的
地方。

三段，一三段相同，中间第二段落旋律比较平稳。

3、根据4/4拍的强、弱、次强、弱的特点用打击乐为歌曲伴
奏，1、3段用相同的乐曲，2段用不同的乐器伴奏。

4、让学生来伴奏。

1、我的创造：用节奏编故事

2、口琴演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日常生活中动事物的声音能用简单的节奏表现或模仿出来。

1、学生通过对相关事物声音自己的创编，使学生掌握一些相
应的节奏和节奏演奏能力。

2、掌握吹奏和吸奏的交换演奏方法，做到轻巧快捷，速度稳
定、

教师在讲故事时故意突出带有节奏的声音，让学生讨论往下
编自己的故事。

2、各小组讲自己的故事。

3、你们能为自己的故事加入节奏吗？

请一个学生讲自己的故事，教师在旁边用打击乐器加入节奏。

4、下发打击乐器，各小组根据自己的故事，分工合作为故事
加入节奏。



5、小组表演，选出最好的一组。

6、教师小结，讲讲故事中常见的节奏类型。

1、教师示范演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2、出示节奏旋律段 55 543，和44 432 教师示范演奏吹奏和
吸奏的交换方法，让学生先放慢节奏试一试，要求速度稳定。

3、放慢速度练习全曲2遍，然后让学生按照正常的速度演奏，
吹奏和吸奏部分的交换要演奏得轻巧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