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音乐制作工坊教案设计意
图(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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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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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音乐制作工坊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教学目标：

1.听赏小提琴独奏《大海》，让学生能够听辨“独奏”这一
形式。

2.歌曲，并能基本掌握力度“f”及渐强、渐弱在歌曲中的表达。

3.歌曲对比，让学生领悟不同歌曲的情感处理。

4.歌曲《大海》，让学生能感悟词曲中蕴含的“美”。

重点、难点：

1.f”，及渐强、渐弱的在歌曲中的表达。

2.学生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情感表达。

媒体准备：多媒体、钢琴（电子琴）、录音机、打击乐器等。

课时分配：一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组织练习：

听音乐做动作，按位置坐好。

二、导入新课：

2.听读读，感受歌曲旋律。

（1）师：大海那么美，我们安静欣赏一首独奏曲《大海》。

师：播放小提琴独奏《大海》，请安静地闭上眼聆听（并说
其旋律特点，出什么乐器演奏。）

（2）出示大海歌词，请同学加上伴奏音乐有感情的轻声朗诵。
（展开对大海的描述，感觉语言美。）

（3）展示大海的有关图片，欣赏大海的美。

3.学唱歌曲。

（1）用：“呜”来模唱一下这首歌曲旋律。（可要求学生做
一些身体摇摆等的动作表现曲子的优美，积累三拍子的感觉。
）

（2）可用手模仿海螺的形状，再用“呜”吹出歌曲旋律。
（注意要轻点，优美的感觉）

（3）根据歌曲的旋律画出旋律线，例如：波浪形……(请学
生用手模仿画线来感受旋律的美。)

（4）把歌词加在旋律里唱一唱。

（5）听录音范唱，要求学生轻声范唱。



（6）学生跟琴范唱歌曲

4.游戏。

（1）回声的游戏。师：海浪是怎样冲上岸的呢？冲上来的声
音很大，退回去的声音很小……（像回声）老师唱前一句，
生接后面一句。交替做“回声”的练习。

（2）为歌曲伴奏。师：浪花的声音是怎样的？怎样表示合适
些？（引导学生用纸抖动的声音来模仿海浪的声音效果，）
师：请你们抖动纸的声音为我伴奏好吗？（注意倾听个声中
的强弱和乐句的韵律。）

6.图画表现大海的美。老师有很多材料，（蓝色的绸布，海
鸥，小鱼，海船。。。。）请同学上来给我设计，拼贴出一
幅美丽的大海图画。

三、小结

作业布置：复习歌曲

板书：课题《大海》

美丽大海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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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欣赏《月亮月光光》

教学目标

[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智育目标]：

1．能背唱《小小的船》

2．能有想像地去欣赏《月亮月光光》

[素质发展目标]：

能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熟悉、准确地唱唱名

[教学难点]：

学生主动、积极地参加音乐活动

教学准备

印有do re mi fa sol la ti的卡片、小灯笼

学生活动设计

学生演唱歌曲 唱唱名

教学内容

欣赏器乐曲《三个和尚》 学唱歌曲《三个和尚》，跳木桩

教学目标



[德育目标]：

教育学生要勇于承担责任

[智育目标]：

识别和记忆堂鼓、木鱼、小钹三种打击乐器

[素质发展目标]：

引导学生欣赏音乐并表演《三个和尚》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继续指导学生仔细聆听音乐

[教学难点]：

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时不同情绪设计不同伴奏型教学准备

动画片录象 堂鼓、木鱼、小钹三种打击乐器

学生活动设计

演唱歌曲 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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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课堂实践活动来配合欣赏教学,从
而更好的达到课堂教学的目的和效果,所以需要配备多媒体设
施的教室,桌椅的摆放要预留出一片开阔的空间为课堂实践活



动做准备.

二教学目标

（一）欣赏管弦乐《马刀舞》,古钢琴独奏《小步舞曲》.通
过迥异的风格对比讨论分析不同风格的音乐描绘的是怎样不
同的场景,利用哪些元素来表现出不同的场景.

（二）欣赏的过程中利用音乐软件辨别管弦乐的演奏乐器,通
过舞蹈的形式体会小步舞三拍子的音乐特点.

（三）在《马刀舞》中感受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在《小步舞
曲》的舒缓典雅中翩翩起舞.

三教学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两首乐曲的特色欣赏与对比分析

（二）教学难点:课堂实践活动中三拍子的小步舞与《小步舞
曲》音乐的节拍要

四、教法、学法分析

《跳起来》是一节生动有趣的欣赏课,四年级的学生欣赏能力
正处于萌芽状态,所以本节课以学生“自主讨论探究”为主,
老师“知识情景引导”为辅,通过老师的情景引导,语言提示
让学生去发现欣赏过程中的亮点.在欣赏过程中采用不同角度,
不同方式的体验欣赏教学方法,《马刀舞》从单纯音响和现场
演奏两个角度去欣赏,不同的欣赏效果对比非常明显,更容易
使学生理解乐曲,《小步舞曲》从听音乐欣赏到以舞蹈的形式
来体会乐曲,使学生融入到音乐当中,感受乐曲的魅力所在.
《马刀舞》欣赏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管弦乐的知识,以对乐曲的
听觉记忆为线索,共同探讨总结所听到的乐器,老师对其进行
整理,将知识点慢慢具现化,由讨论到总结到梳理层层进行,加



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记忆.《小步舞曲》以舞蹈活动为主,老
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师生共通过合作,老师来领舞带动全体学
生,舞蹈的同时,用肢体与综合感官来理解音乐.最后全体学生
共同讨论欣赏后的对比总结,让学生从老师的引导中渐渐独立
能够把自己在欣赏中的所感所想进行总结.

五、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整合点

1.以描绘战场的视频资料导入,激烈的战争场景与教学内容主
题相契合,更好的

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产生兴趣.

2.以音频与视频两个角度去欣赏音乐,单纯的音频资料熟悉音
乐,演唱会的音响将音乐立体的展现给学生,加深记忆和理解.

3,利用ppt文件,展示管弦乐队的整体画面,使学生有一定印象,
利用动态的动画图片构成管弦乐队的缩略图,将管弦乐的分布
简化,使学生能系统的记忆其分组,利用textbook软件为学生
展示乐队中的各组别的演奏乐器,既能展示乐器外形,又能聆
听乐器的音色,加深学生的记忆,拓宽学生音乐视野.

六、课后总结与反思

本节课内容较多,所以在课堂环节的分配和时间的把握上老师
要仔细的拿捏,虽然,两首都是舞蹈音乐,但是《马刀舞》节奏
太快,不适合学生进行舞蹈配合,所以尽量用《马刀舞》提升
课堂气氛,小步舞的教授要分步,由易到难,由单人,到双人配
合,建议将该课分为两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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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甜美的声音用充满爱的情感演唱
《乘着歌声的翅膀》。



【过程与方法】参与欣赏合唱感受艺术歌曲带来的美感，并
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想法。

【知识与技能】学会运用简单的音乐语言评价作品。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难点】通过欣赏认识艺术歌曲的艺术价值。

三、教学用具

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和相关的资料、录音机、电子琴。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播放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提问：(1)《白雪公主》出自哪部童话集?作者是谁?哪个国家
的?

(2)同学们都知道德国有哪些的艺术家和诗人?

(黑格尔、马克思、歌德、贝多芬、海涅、门德尔松……)

2.词曲作者简介

海涅：德国的诗人，他一生写有三千多首诗句，有一千多首
被作曲家谱写成了曲子。

门德尔松：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自幼受到良好教
育。4岁从母学习钢琴;8岁学习作曲;9岁登台演奏钢琴;17岁



发表作品《仲夏夜之梦》已属作品。1834年他在杜塞尔多夫
担任指挥时，他阅读了海涅的抒情诗，灵感突现，迅速写下
了这首被世人广泛传唱的名曲《乘着歌声的翅膀》。

(二)新课教学

1.配乐朗诵，强化歌词

播放由双簧管演奏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教师有感情地朗
诵歌词。

2.教师示范，感受节拍

(播放歌曲的伴奏，教师演唱歌曲)

师:同学们注意到了没有，歌曲的歌词其实是一首抒情小诗，
出自诗人海涅之手，而生性浪漫的音乐家门德尔松则为它谱
上旋律，变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美妙的歌曲吧!

3.分步学唱

(1)学生随着教师的琴声用lu轻声模唱.教师要随时提示学生
注意用演唱《回声》时的头声感觉。

(2)学生控制音量。用lu模唱。

(3)学生轻声随琴唱曲谱，教师可轻声附和，同时用手在空中
划出旋律线，尤其注意几个音程跨度较大的地方(5到低音7;
低音5到3)。如发现音准问题要及时纠正(第一和第二乐句的
音均属大跳)，可以采取分组模唱音程或手势的方法强化概
念(在和三度音程中逐步递减过渡音或手势提示音高变化)。

(4)学生熟练后,再次演唱曲谱。



此时要引导学生进行乐句比较，找出规律。尤其是起音和乐
句结尾的特点(出示谱例幻灯片)。可以起到降低难度，同时
训练学生观察力的作用。

(5)学生随琴轻声演唱歌词。教师随时注意纠正。

在歌词演唱中，一定要让学生认真感受词意，同时注意美声
唱法的咬字位置。

(6)学生随琴控制音量变化演唱。音量的变化正是与旋律的起
伏、拍子的强弱完关结合。

师:这首歌的弱起小节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了吗?(提示学生划
三角感受六八拍的起伏感，同时在第五拍吸气策六拍进入)

看看哪几个乐句存在弱起小节?我们的气息、呼吸该怎么控翻
呢?我们来试一试。

(7)学生控制气息，注意弱起处的换气。练习演唱几个有代表
性的乐句(第一乐句为例)。

(8)学生常握正确的换气方法，演唱全曲。

师:你们觉得这首歌中最有韵味的地方是哪里?该怎样演唱才
能唱出歌曲的韵味来(学生自由提出自己见解。教师可引导学
生通过力度等表现要素的变化来演唱。)

师:在这首歌中，我最喜欢的是几处倚音的运用。(教师演唱
带有倚音与不带有倚音的歌曲，学生对比效果，感受歌曲中
借音的润色作用，并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练习演唱。)

(9)学生完整、有感情地演喝全曲。

师:关于这首歌我找到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
下。



师:怎么样，这首歌虽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歌曲的意境
依然没变，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能不能用几个动作来表
现一下这首歌带给你的感觉?我来播放音乐，大家可以随着音
乐、跟若感觉自由地做动作。你可以独舞，也可以邀请其他
同学与你共舞。

(反复播放歌曲范唱，教师带领学生用动作体脸6/8拍的摇摇
感。结束后，教师揭示歌曲的节拍——6/8。)

(三)巩固提高

1.欣赏《致音乐》

(1)播放录音，感受歌曲的情绪、分析歌曲的结构。

(2)作曲家生平及代表作品。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
人物。舒伯特的许多作品已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b小调
《未完成交响曲》、《第八交响曲》、《鳟鱼五重奏》等器
乐曲，至今仍是世界音乐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曲目。然而，最
能代表舒伯特艺术的还是他的六百余首歌曲，对于后人的影
响也，被称为“歌曲”。最的歌曲有：《摇篮曲》、《小夜
曲》、《圣母颂》、《魔王》、《野玫瑰》、《鳟鱼》，以
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日的旅行》等。

(3)再次听录音，哼唱歌曲，记熟主旋律。

2.参与表现，课外延展——回归生活

师:同学们的歌声太美了。我听得如痴如醉，能够听到你们这
样的歌声让我觉得生活是如此类好!这首歌让我们在歌声中飞
到了梦中的乐园，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将你心中最
向往的地方、最美好的愿望写下来，把歌声中的美凝固在纸



上，做成风筝，放飞天空!

播放歌曲，学生在事先准备的白纸风筝上作画。

(四)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让我们将共好的愿望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天空
吧!

学生在音乐声中走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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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学唱、欣赏歌(乐)曲，让学生在听觉上获得美的享受，
提高他们欣赏音乐的能力，培养他们的艺术综合素养。

2.了解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及其代表作品。用甜美的歌声演
唱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感受6/8拍在歌曲中的作用。

3.了解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及其代表作品。欣赏两首管弦乐曲
《朝景》、《奥塞之死》，市场乐曲的主题旋律，感受乐曲
的音乐情绪，并能听辨出乐曲的三个部分。

4.学唱、欣赏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让学生了解叙事歌
曲;通过力度、速度及演唱形式的处理表现歌曲;启发学生珍
惜现在的学习、生活，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教学内容：

1.学唱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歌唱二小放牛郎》

2.欣赏乐曲《朝景》、《奥塞之死》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在学唱歌曲和欣赏乐曲过程中，体验音乐带来的艺术
享受。

教学内容：

1.了解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及其代表作品。

2.用甜美的歌声演唱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放音乐，让学生轻松走进教室)

二、聆听乐曲，感受歌曲的舒展婉转、优美动听。(放音乐，
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1.教师讲解：乘着歌声的翅膀也有译为歌之翼的，原为一首
独唱歌曲，德国诗人海涅诗作曲家门德尔松曲。乘着歌声的
翅膀是门德尔松作品中流传zui广的声乐作品。

2.介绍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生平及代表作品。

3.找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简介词作者海涅，请学生谈谈
这首歌曲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4.学唱歌曲

(1)随音乐哼唱曲谱及歌词。

(2)请学生把跟唱过程中认为zui难唱的地方找出来。

(3)根据学生找出的难点进行范唱歌词，讲解6拍子的强弱规
律。强、弱、弱，次强、弱、弱。



(4)学生随教师伴奏演唱歌曲，注意艺术处理。

5.理解歌曲

(1)小组讨论这首歌曲有哪些音乐特点?

(2)请学生思考此曲应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力度、情绪来演
唱?

(3)找出主要节奏型，并随歌曲用手拍打，体会歌曲的节奏特
点。

(4)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6.欣赏群星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学生体会不同版
本演唱的同一首歌曲所带来的不同感受。

7.请学生用自己喜欢的风格来演唱歌曲。

三、找唱的好的学生给大家表演。

四、教师小结，组织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