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 让我们荡
起双桨教学设计(模板8篇)

自我介绍不仅仅是向别人展示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别人
记住我们，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个人简历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一

教学目标：

通过分组设计各自小队的活动标志，以及画一画给自己留下
美好记忆的小队活动，掌握设计中的简洁、明快的表现方法。
体验合作的乐趣以及团结友爱的精神，养成爱集体的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

学会设计各自小队的活动标志。

教具准备：

1.小队活动的照片资料。

2.设计标志的图片资料。

3.铅笔、画纸、水彩笔、油画棒。

4.“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录音带。

5、范画作品、教学课件等。

学具准备：

水彩笔、油画棒、剪刀、卡纸以及自己搜集的标志图片等。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复备学生活动复备

1、组织纪律、检查学生的工具

2、提问：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地一次小队活动是什么？为什么？

3、唱一唱：

有感情的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浆》

4、看一看：

观看老师收集到的小队活动照片资料。

4、讲一讲：

在歌曲中，同学们是怎样快乐地开展小队活动的。

5、做一做：

为自己的小队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以小队合作地形式，共同
讨论设计一次小队活动的方案和活动地标志，还可以拓展到
队旗、帽子、袖标的设计。

放背景音乐。

6、学生讨论。

7、教师小结：1、放好工具，静息

2、学生回答：

3、有感情的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浆》。



4、观看老师出示的照片资料。

4、学生谈体会。

5、认真听老师讲关于作业要求。

6、学生讨论小队活动方案。

第二课时

1、根据上节课的学生讨论情况，老师提出本节课的要求；

设计一个小队标志、还可以拓展到队旗、帽子、袖标的设计。

2、学生作业。1、根据老师的要求分组再一次讨论完善小队
活动方案。

2、分组完成作业。

3、老师播放背景音乐，巡视指导学生作业。

4、学生作业展示。

5.评比小结。2、学生分组完成作业。

4、分组展示作业。

课后小记：

第一课题《可爱的小兔》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教材中的艺术作品，引导学生了解“兔儿爷”
和“月兔”的民间传说及与兔相关的成语故事，尝试用纸的



立体制作等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可爱的小兔。

2.通过本课的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想像
力，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关注生活以及体验美、表现美的意
识和能力。

教学重难点：

发挥想象尝试用纸的立体制作等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可爱的小
兔。

教具准备：

1.课前发动学生收集有关兔子的图片、玩具、画册、录像资
料。

2.教师准备实物投影仪、录音带、录音机，兔子题材的工艺、
绘画、卡通作品。

3.彩色纸、彩笔、胶水、剪子等工具材料。

学具准备：

发动学生收集有关兔子的图片、玩具，彩色纸、彩笔、胶水、
剪子等工具材料。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复备学生活动复备

1、组织教学，安定学生情绪。

2、引入新课：

师：小朋友知道十二生肖吗？请一位同学说一说十二生肖都



是哪些动物。

3、表演十二生肖歌谣：

小老鼠吱吱叫，

龙水牛弯弯角，老虎抬头一声吼，

兔子吓得快快逃。

龙在云里尾巴摇，蛇在田里伸懒腰，

小马铃儿叮当响，山羊乐得胡子翘。

猴子树上蹦蹦跳，公鸡村头喔喔叫，

小狗院里滴溜溜转，

小猪梦中胡噜噜笑。

4、唱一唱

放歌带：《十二生肖歌》，小朋友进行表演唱。

5、说一说：

你知道的关于小兔的歌谣、谜语。

6、讲一讲：

民间兔儿爷的故事

7、看一看：

展示老师收集的兔子工艺品及学生收集的兔子资料。



8、作业要求：

用白纸或彩色纸制作一只可爱的兔子形象：

9、学生作业，老师巡回指导。

10、课堂小结、展示学生作品。1、静息。

2、学生回答：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
狗、猪。

3、表演十二生肖的歌谣：

小老鼠吱吱叫，

龙水牛弯弯角，老虎抬头一声吼，

兔子吓得快快逃。

龙在云里尾巴摇，蛇在田里伸懒腰，

小马铃儿叮当响，山羊乐得胡子翘。

猴子树上蹦蹦跳，公鸡村头喔喔叫，

小狗院里滴溜溜转，

小猪梦中胡噜噜笑。

4、表演歌曲《十二生肖歌》

5、同学们分别说出自己知道的小兔歌谣、谜语。

6、同学上台讲民间兔儿爷的故事。



7、学生观看老师收集的兔子工艺品及学生收集的兔子资料。

8、学生听老师讲作业要求。

9、学生作业

10、展示漂亮的兔子作品。

课后小记：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二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99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随笔

by  苹果先生 发表

眼前的这群孩子到底有多少水平，我心中没底。一直混在五
六年级，很久没有执教低中年级了。

我把课题写在黑板上，让孩子们齐读一遍。读出来的声音着
实给我当头一棒，不仅拖腔拖调，甚至还掐着嗓子在喊。诗
歌美好的意境荡然无存。

看来教学计划要调整一下了，我耐着性子进行领读，一遍过
去了，无多大改变，四遍五遍过去了，天哪！还是照旧。

得了，看来不能在课题上纠缠不清了，读文章吧，进入句子
可能会有所改观吧。

指名请一自告奋勇的孩子起来读，不错，比齐读课题强多了。
来，我们照着她的样子一起来读一下吧！学生拿起书来，乌
拉乌拉的读起来。我的老天啊，都是什么呀！还不如读课题



了。

难道就这么妥协了吗？不行！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干脆放弃
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准备跟学生们的朗读进行对决。还没来
得及做课件，我便把第一节歌词写在了黑板上，先范读，然
后标上朗读记号，这回该好些了吧！

但事与愿违，整整两节课，学生的朗读情况起伏不定，一到
齐读，还是回到了原地。我清楚，我遇到麻烦了。

这是，从隔壁传来了二班的朗读声。我倒！原来是一路货色，
也是拖腔拖调，也是在扯着嗓子喊。隔壁班的老师可是年级
组长，是从一年级跟上来的，看来，这才是他们真实的朗读
水平啊！听惯了高年级朗读的耳朵，应该要适应这些声音了。

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呵呵，我预设的要求太高了。

于是我说，大家读得非常好，大有进步。下面我们学习第二
节……

教学还算顺利。

(搜索课题关键的一两个字可以查找更多资料。本站（第一范
文）地址 )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三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理解诗歌内容，想象
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到公园或郊外去玩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一课，就是描写的北京小朋友在北海公园荡舟游玩的情形。

2板书课题：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生字：荡、桨

荡：（指名拼读生字，要求读准后鼻音dang）

桨：（提醒读准三拼音节jiang）

荡起双桨：划船时同时划动两条桨拍击水面。

二。读课文

1、播放课文录音。

2、借助汉语拼音自学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全文。

（2）卡片正音。

推开波浪环绕红墙

凉爽洒　悄悄地　功课

（提醒学生读准这几个字：浪　lang　边音；爽　shuang　翘舌
音；洒　sa　平舌音）

三、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小节。



（1）指名读课文。

这一段共有几句话？

（2）理解诗句意思。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业，表示什么意
思？（开头点题，表示“我们”正在划船）

“推开”本来是人的动作，课文写船儿推开是什么意思？
（课文这样写既表明船儿慢慢地行进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体
现了文中小朋友轻轻荡舟的欢快情趣。）

第一、二行写出了怎样的情景？（第一、二行写了一个晴朗
的早晨，小朋友们在北海公园平静的水面上荡舟游玩的欢快
情景）

他们在水面上荡舟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四行）

“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两句
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哪些色彩？（这
两句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湖面、塔、树、墙，这些景物有的
白，有的绿，有的红）

“四周”是什么地方的四周？为什么用“环绕”？（四周是
湖面的周围，因为绿树红墙在湖面的周围，所以用“环绕”）

对照图画，读读诗句，说说自己的感受。（引导学生体会所
见景物的美丽）

（3）指名读第五、第六行。

正当小朋友们欣赏美景之时，小船有是怎样的状态呢？（小
船儿轻轻飘荡）



指名边用手势演示，边比较“轻轻飘荡”与上文的“推开波
浪”有什么不同？（“推开波浪”表明小朋友们在划桨，小
船儿在行进；“轻轻飘荡”表明小朋友们停止划桨，任小船
儿在水面上慢慢飘动）

小朋友们为什么停止划桨呢？（因为小朋友们被湖面的美景
迷住了）

（4）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在悠闲自在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语气来读这一段？（轻声和赞美的语气）

指名读，集体读。

（5）小结并板书：倒映环绕（欣赏）

2、　细读第二小节。

（1）指名读第二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这两行中的“红领
巾”指什么？（“红领巾”指少先队员，因为它是少先队员
的标志）

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什么？（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
中国共产党）

“红领巾迎着太阳”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少先队员心向着
共产党）

“阳光洒在海面上”仅仅是洒在海面上吗？（也洒在少先队
员身上）



“阳光洒在海面上”，洒在少先队员身上是什么感觉？（洒
在海面上，一片光亮，洒在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感觉到温暖）

诗中“太阳”比喻中国共产党，体会一下这一句又表达了一
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正
哺育少先队员茁壮成长。）

“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悄悄的听我们愉快唱歌。”鱼儿真
的在望着小朋友，听他们唱歌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鱼儿不会真的望着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他们感到在中
国共产党的哺育下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就觉得鱼儿都在羡
慕他们）

（3）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心情怎样？（高兴，自豪）

我们应该怎样读？（应该以欢快的语调，读出自豪的感情）

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结板书：迎洒望听（唱歌）

3、　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
怎样的欢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
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
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



暖，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
的“谁”指什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谁安排（感激）

三、作业设计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

3、组词

荡（)浆（）推（）浪(）

汤（)桨（）堆（）狼(）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四

教学内容：

1、丰富多彩的影视音乐。

2、学唱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影视音乐。

2、初步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3、分声部练习二部合唱部分。

教学过程：

1、丰富多彩的影视音乐欣赏

（1）师：同学们，我们今天先来听几段音乐，听后请大家说
说这些音乐曾经在哪里听过。

（2）播放录音影视音乐《英雄儿女》《阿诗玛》《冰山上的
来客》《闪闪的红星》等选段，听后请同学回答问题。

（3）师：同学们，影视音乐可以分成歌曲和器乐曲。其中歌
曲又可以分成主题曲、插曲、片头片尾曲；器乐曲可以分为
情节音乐、情景音乐、配乐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电影音
乐与电影所描绘的剧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4）再次播放有关音乐，请同学们复听。并请同学说说有关
电影的剧情，教师补充。适当介绍一下这些电影音乐的词曲
作者。（见后面的参考资料）



（5）巩固练习

教师再次播放录音，请同学把听到的音响与歌曲、词曲作者
一一对应起来。教师在黑板上或通过投影列出文字让学生连
线。

（6）拓展练习

师：同学们，你们还了解哪些影视音乐？可以唱给我们听听
吗？

2、学唱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1）师：今天我们学唱的歌曲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
歌曲也是一首电影插曲。因为电影拍摄的年代比较久远，我
们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下面老师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这部
电影的故事情节。

（2）教师简要介绍。

（3）师：下面请同学们对照乐谱，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的录音。

（4）播放录音（或电影画面）。

（5）教师范唱一遍。

（6）跟着录音或教师的琴声学唱乐谱，先不教第二声部。注
意弱起节奏的准确性，强调进入时的整齐。

（7）学唱第一乐段的歌词。

（8）唱熟歌曲第一段。

（9）学习合唱部分中第二声部的乐谱。然后分声部合唱，注



意让同学体会二部合唱的效果。要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两
个不同的声部，要注意要求学生在演唱时要同时倾听另一声
部的声音。

（10）带词练习合唱部分。

（11）完整学唱歌曲的第一段。

（12）布置课后练习：学唱其余两段歌词。

3、作业：初步学会演唱本歌曲，分声部练习。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五

一.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并练习说话。

4理解诗歌内容，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的思想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诗歌内容,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
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情感,并练习说话。

三.教学准备

歌曲磁带.生字卡片.

四.教学时间



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理解诗歌
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到公园或郊外去玩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
课，就是描写的北京小朋友在北海公园荡舟游玩的情形。

2板书课题：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生字：荡、桨

荡：(指名拼读生字，要求读准后鼻音dang)

桨：(提醒读准三拼音节jiang)

荡起双桨：划船时同时划动两条桨拍击水面。

二.读课文

1.播放课文录音。

2.借助汉语拼音自学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全文。

(2)卡片正音。

推开波浪环绕红墙

凉爽洒悄悄地功课

(提醒学生读准这几个字：浪lang边音;爽shuang翘舌音;
洒sa平舌音)

三、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小节。

(1)指名读课文。

这一段共有几句话?

(2)理解诗句意思。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业，表示什么意
思?(开头点题，表示我们正在划船)

推开本来是人的动作，课文写船儿推开是什么意思?(课文这
样写既表明船儿慢慢地行进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体现了文中
小朋友轻轻荡舟的欢快情趣。)

第一、二行写出了怎样的情景?(第一、二行写了一个晴朗的
早晨，小朋友们在北海公园平静的水面上荡舟游玩的欢快情
景)

他们在水面上荡舟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四行)



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两句话描
写了北海公园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哪些色彩?(这两句话描
写了北海公园的湖面、塔、树、墙，这些景物有的白，有的
绿，有的红)

四周是什么地方的四周?为什么用环绕?(四周是湖面的周围，
因为绿树红墙在湖面的周围，所以用环绕)

对照图画，读读诗句，说说自己的感受。(引导学生体会所见
景物的美丽)

(3)指名读第五、第六行。

正当小朋友们欣赏美景之时，小船有是怎样的状态呢?(小船
儿轻轻飘荡)

指名边用手势演示，边比较轻轻飘荡与上文的推开波浪有什
么不同?(推开波浪表明小朋友们在划桨，小船儿在行进;轻轻
飘荡表明小朋友们停止划桨，任小船儿在水面上慢慢飘动)

小朋友们为什么停止划桨呢?(因为小朋友们被湖面的美景迷
住了)

(4)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在悠闲自在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语气来读这一段?(轻声和赞美的语气)

指名读，集体读。

(5)小结并板书：倒映环绕(欣赏)

2.细读第二小节。

(1)指名读第二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这两行中的红领巾指什
么?(红领巾指少先队员，因为它是少先队员的标志)

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什么?(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中国共产党)

红领巾迎着太阳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少先队员心向着共产党)

阳光洒在海面上仅仅是洒在海面上吗?(也洒在少先队员身上)

阳光洒在海面上，洒在少先队员身上是什么感觉?(洒在海面
上，一片光亮，洒在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感觉到温暖)

诗中太阳比喻中国共产党，体会一下这一句又表达了一个什
么意思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正哺育少
先队员茁壮成长。)

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悄悄的听我们愉快唱歌。鱼儿真的在
望着小朋友，听他们唱歌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鱼儿
不会真的望着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他们感到在中国共产
党的哺育下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就觉得鱼儿都在羡慕他们)

(3)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心情怎样?(高兴，自豪)

我们应该怎样读?(应该以欢快的语调，读出自豪的感情)

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结板书：迎洒望听(唱歌)

3.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怎样的欢
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旧社
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
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的谁指什
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谁安排(感激)

四、作业设计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

3.组词

荡()浆()推()浪()

汤()桨()堆()狼()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继续理解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教学过程：

一、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怎样的欢
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旧社
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
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的谁指什
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谁安排(感激)

二、总结课文

1.课文中三小节末尾两行内容都相同，他们反复出现起什么
作用呢?(表明小朋友

们陶醉在欢快愉悦之中，他们忘记了划桨，任小船飘荡，只
感到一阵阵凉风拂面)

2.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想想诗歌描绘的情景，说说课文中三个小节内容表达了小
朋友们怎样的思想感

情。

相关板书：

自然

热爱党

祖国



三、教学生字字形，指导书写

1、找出课文中左右结构的字。

板书：推浪塔墙洒悄环

指名说说怎样记住这些字形。

(主要引导学生用熟字记生字)

如：谁记推狼记浪

消记悄西记洒

不记环

塔和墙，指导分析字形结构。

(注意墙的笔顺)

2、指导书写。

荡、桨、墙要写得紧凑。

爽要居中写。

3、学生练习描红。

四、课堂练习

1、读一读，再抄写。

推开波浪轻轻飘荡尽情

倒映伙伴悄悄环绕凉爽



2、加偏旁组词(小黑板)

()()()()

主良

()()()()

()()()()

肖果

()()()()

3、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

美丽的`()愉快的()

凉爽的()尽情的()

教学后记：学生在写字时，常把桨、爽写错，要注意强调和
指正。这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歌，学生朗读时很有感情，在引
导学生体会这篇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时，他们觉得幸福生
活是爸爸妈妈给的，对党、社会主义的理解，虽然我在课中
渗透了一下，但学生的理解还比较浅显。我想没有必要一定
要求学生理解到这么深入，现在他们爱父母、爱身边的人、
爱生活，就是充满朝气、充满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定会
爱祖国。

板书设计

让我们荡起双桨

欣赏美景



歌唱共产党

感激祖国

综合练习

一、选字填空

1.应映

()照答()放()倒()

2.飘漂

()浮()扬()荡()泊

二、词语搭配

美丽的风愉快地飘荡

鲜艳的白塔轻轻地欢乐

凉爽的红领巾尽情地歌唱

三、修改病句

1、今天早晨下了一天的雨。

2、小华加入了少先队员。

3、我们热烈欢迎新同学。

4、这是高大的一棵树。

四、乱句成段



()开始，小花苞穿着绿色的衣服。

()又过了几天，花瓣盛开了，在阳光下向我们张开了笑脸。

()几天后，小花苞顶破了外衣，长出几片花瓣来、

()月季花开满花坛，有粉红的，有暗红的，有桃红的，还有
白色的和黄色的。他们争奇斗艳，互相比美。

五、填空

1.红领巾迎着太阳一句中的红领巾指。

2.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一句中的谁是指。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六

1、通过学习本歌曲、能够用情绪饱满、优美亲切的声音演唱、

2、培养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使学生感觉到生
长在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幸福、

1、掌握弱起节奏oxxx、的演唱

2、歌曲演唱情绪的处理

一、组织教学

1、同学们在悠扬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乐曲声中拍
手走进教室、

2、采用音乐、师生问好、

3、放视频夏日风光无限好片断、老师带领做律动、



二、、导入

1、师放录相、（师）同学们，上课前，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看完视频大家来说说这段视频的内容。（屏幕上出现一群孩
子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一边欢笑、一边划桨、尽情地、幸福
地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给学生简单的介绍歌曲的背
景。

《祖国的花朵》简介

故事发生在北京。在某小学五年级甲班，江林和杨永丽是班
里最后两个没有成为少先队员的孩子。在“六？一”儿童节
和志愿军的联欢会上，少先队中队长梁惠明受到志愿军叔叔
讲的故事的启发，她决定按志愿军叔叔的教导去多多关心帮
助他人。辅导员及时启发孩子们，给了她们鼓励。大伙儿帮
助烫伤脚的杨永丽补课，照顾江林生病的母亲。江林和杨永
丽很受感动，他们积极要求进步，检讨了自己身上的缺点，
努力学习，热心助人。

最后，江林和杨永丽终于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少先
队这个大集体的一员。

三、学唱歌曲

1，教师播放录音伴奏带《让我们荡起双桨》并有感情的朗读
歌词，再请学生模仿教师朗读。

2，在第一环节的反复听和做的过程中，旋律在学生脑海中印
象深刻，教师可以让学生朗读歌词后，直接轻声听唱歌曲。
并仔细体会歌词所表达的含义。

3，弱起节奏oxxx、的处理，还有歌曲中的演唱要唱出有连线
与没连线的区别，就像演奏乐器中的断奏与连奏，认识歌曲
中的反复记号，倚音以及2/4拍子的强弱规律。



4，演唱情绪的处理。（第一段与第二、第三段的演唱要有情
绪上的对比演唱。如：第一段描写的夏天的北海公园美丽、
凉爽的情景，演唱情绪是欢快活泼的；第二段描写的是少先
队员们来到公园的喜悦心情，演唱情绪是热情、激动的；第
三段描写的是少先队员自言自语的轻松心情，演唱情绪是叙
述到欢快活泼。

5，最后全班优美、热情地演唱歌曲，尽情地表达划船游玩的
欢乐情绪。

五、巩固练习:

1、竞赛唱、

分男女生唱、分小组唱、个人组对唱等形式、

2、跟伴奏带唱

教师指挥、要求唱得优美、动听、充满热情和自豪的感觉、
启发培养学生表现美的能力、

3、表演唱

六、课后小结: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七

教学目标：

1.能读准字音，初步理解内容，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课文，学唱这首歌。

2.从理解诗句入手，逐节理解内容，并通过朗读、讲解、描
述等手段，指导学生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学时要加



强朗读，把朗读和理解结合起来进行，逐渐由有感情地朗读
达到背诵。

3.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加深对祖国，对中国
共产党的热爱。

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对诗句的理解，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教学用具：

1.课文放大挂图。

2.课文歌曲录音带。

教学时间：

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题。

1.先请同学们看一幅图，（提示挂图）图上的少先队员在干
什么？

少先队员们一边划船一边快乐地歌唱呢！（放歌曲录音）你
们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感受？

2.这首歌的歌名叫《让我们荡起双桨》。

板书课题。学生读题。

“桨”是怎样的？到图上来指指。它是干什么用的？“荡”



在这儿是什么意思？（摇动）

那“摇船前进”可以怎么说？（荡舟）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抽读生字卡。重点指导。

开火车读。

指名读词。

3.指名读课文，纠正读音。

4.自己读，和同桌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
地方。

5.汇报。

三。朗读感悟。

1.指导阅读第一节。

（1）轻声读读，看看这一节描绘了哪些景物？相机结合理解
词语。

环绕：通过看图及结合课文中的“四周”一词理解意思。

（2）再读读课文，对照挂图，说说你看到了一幅怎样的景象。

出示：我们荡舟遨游在北海公园的湖面上。小船儿_______，
四周________，迎面______。啊，_________！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力求用自己的语言来丰富诗句与画面
的内容。）

荡舟在风景如画的北海，迎面吹来阵阵凉风，你感到怎样？

（3）指导朗读：用轻松、愉快的语气读。后两行语速更
慢，“轻松”一词重音轻读。

四。识记生字。

1.抽读生字卡（去掉拼音）

2.（将生字卡片贴在黑板上）和你的同桌说一说，你认得哪
些生字，你是怎样认识的。

3.指导。

五。指导书写。

1.读一读今天要写的生字。

2.看看今天要写的生字，和同桌说一说，你觉得最难写的是
那几个字？哪些地方应该注意。

3.汇报。

第2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卡片，复习生字读音。

2.

二。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1.指导阅读第二、三节。

（1）指名读，找出两个描写少先队员心情的词语。（愉快、
欢乐）

（2）默读，看看还可从哪儿看出少先队员十分愉快。

第2节着重体会“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
唱”。

（鱼儿是自由自在的，可它们竟羡慕我们的生活，更体现了
少年儿童的欢乐、幸福。）

指导朗读这一句。

指导朗读：用欢乐、愉快的语气读。后两行语速更慢，“轻
松”一词重音轻读。

（3）指名读第3小节。

你们知道是谁给我们安排下这样幸福的生活？

师：《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影片《祖国的花朵》的插曲。

你们知道“花朵”是指什么吗？现在能再说说自己的理解吗？

（花朵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的温暖，党就是太阳，有了党的关
怀，我们少年儿童才能健康、幸福地成长。）

请你再读一读这一节，读出自豪、幸福的感觉。

（4）指导学生体会、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三总结课文。



1.填空。

生活在祖国怀抱中的少年儿童是多么______啊！我们（愉快
地学习），（尽情地游玩）。

这都是（伟大的党）给我们带来的！

2.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3.有一句诗，在课文中出现了三次，找到了吗？（小船儿轻
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再读读，体会体会表达了“我们”怎样的心情？（既表达了
少年儿童愉快的心情，也表现了对祖国、对党的赞美之情。）

4.做完了一天的功课，和同学们一起在水上荡起双

桨、放声歌唱，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幸福啊！

学生和着录音轻唱歌曲。

5.指导背诵。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学唱这首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音乐篇八

作者：佚名转贴自：转载点击数：107

《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六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欣赏歌曲，导入新课

1、欣赏歌曲，教师导语：刚才我们听到歌曲师一首活泼、轻
快的歌儿，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它的歌词。

2、板书课题

二初读指导

1、观察图，说说图上的内容。

2、播放录音

3、自由读课文，划出生字词，读准字音，想想课文有几节？

4、出示生字词。

双浆白塔四周环绕红墙轻轻洒在悄悄愉快安排

a各自拼读，指名读，在去掉拼音读。

b相互交流各自读懂得词。

5、小组内交流记生字的方法

三指导写字

1、环上窄下宽

塔墙左窄右宽。



桨上下结构。上部要写的扁写。木成方势，以托住上面。

2、学生习字描红。

四、学生自由朗读，说说每小节的内容。

五、作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搜索课题关键的一两个字可以查找更多资料。本站（第一范
文）地址

本文转载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认读生字卡片

双浆白塔四周环绕红墙轻轻洒在悄悄愉快安排

二、精读训练

1、学习第一小节

（1）反复读第一小节，想一想这节主要讲了什么？

（2）读了这节，你懂得了什么？

（4）指导感情朗读。

2、学习第二小节



（1）读了小鱼听我们愉快歌唱后，你有什么疑问吗？（指导
拟人句的了解）

（2）边看图边读说说如果是你迎着太阳在海面上荡起双桨，
你会有什么感受？体会当时小作者的心情。

（3）齐读第二小节，说说这节讲的主要内容。

3、学习第三小节

（1）指名读第一句。这句是什么意思？

（2）谁该我们安排幸福的生活？

（3）我们这样幸福的生活不是谁安排的，是我们人民用辛勤
劳动换来的，但是没有祖国的安定团结，当然不会有我们小
朋友的幸福生活。

（4）感情齐读第三小节。

4、欣赏读课文，配乐激情。

5、看板书，指导背诵。

三、作业

1、学写生字

小组讨论用什么好方法记住生字

集体学习：洒悄愉排左窄又宽记住这几个字用熟字加偏旁

2、正确流利感情的朗读课文。

3、练习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

1让我们荡起双桨

看海面倒映白塔

四周绿树红墙

感我们愉快歌唱

问幸福生活谁安排

(搜索课题关键的一两个字可以查找更多资料。本站（第一范
文）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