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 大海啊故乡教案
(精选8篇)

高三教案是为了指导高三学生学习和备考而设计的教学计划
和教学方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些幼儿园教案的范
文，相信会为你的教学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一

教学目标：

1.  能大胆、自信地独唱或与同学一起演唱；

2.  准确地把握歌曲的情绪，声情并茂地歌唱。

教学重点；

准确把握歌曲的情绪，大胆、自信地歌唱

教学难点：

准确把握三拍子的节奏

教学方法：

体验、模仿、探究、欣赏、演示、练习、游戏

教具准备：

录音机、磁带、风琴、打击乐器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们亲眼见大海吗？你们亲身体验过海中冲浪吗？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大海啊，故乡》，一起去体验大海
的宽广雄伟、波澜壮阔！

二、初步感受：

1.  初听录音，感受其速度、情绪及反复记号该怎么反复；

2.  读词并正音；

3.  跟录音哼唱，思考：在你的头脑里浮现出一个什么样的
大海？

学生：安静的、沉睡的、雄伟的......（答案不要求统一，
只要是真情实感）

的主题歌，歌曲旋律平缓，优美动听，歌词质朴深情，如叙
家常，结构简练，富有叙事性，特别是最后两句，情深意长，
表现了主人翁对大海、故乡和母亲深挚的感情。

三、新歌学习：

1.  教师弹琴，学生哼唱，找出难点；

2.  突破难点：旋律12 1.76　反复记号3/4拍转换到4/4拍

3.  齐唱

四、拓展：

1.  配乐朗诵歌词或赞美大海的文章；

2.  慢三舞步感受三拍子的特点；

3.  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4.  跟着伴奏旋律独唱或者齐唱。

五、小结：

总结优点，指出不足，提出希望。

教学后记：1.《大海啊，故乡》这首歌曲，同学们生活中很
熟悉，多数同学也能哼唱，但对3/4拍的节奏把握的不够准确，
于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对三拍子节奏的把握上，
运用用手划三角形、慢三舞步、打击乐器、拍手游戏来感受
三拍子的特点，通过学生这一系列唱练做打的有机结合，变
复杂为简单，化难为易。2.令我感受最深的是配乐朗诵，学
生很惊叹，音乐课原来也可以这么上？！优美的散文配上
《大海啊，故乡》的主旋律，让人身临其境，意犹未尽。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二

2.学生配乐诗朗诵《献给鼓浪屿》[激发学生的情感，还可以
起到练声的作用]

4.引导学生找出最具典型的节奏。进行节奏练习。

我认为课堂氛围还不错，学生上课也很投入，特别是最后演唱
《大海啊,故乡》时，我能感受到歌声中流露的情感。我想，
我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最后也融入到音乐中去了，这节课，我
很享受。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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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觉得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和情绪？

3、复听歌曲，你对哪句歌印象最深，用你喜欢的声音哼唱出
来。

4、把你哼唱的歌曲用手中的乐器进行模仿演奏。

5、感受这首歌曲的拍子，并随着节拍用打击乐器伴奏。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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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合唱歌曲《牧羊曲》，加入武术动作。

四、课堂总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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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四

1.在音乐活动中了解大海，感受大海的音乐形象，丰富音乐
表现力，体验人们热爱大海、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的情感。

2.能用优美、连贯、深情的声音演唱歌曲《大海啊，故乡》，
分析作品中的音乐要素，了解歌曲中出现的典型节奏，体会
并表现出歌曲所蕴涵的情感。

用连贯、优美的声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运用音乐要素表现歌曲。

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通过课前的交流，我们感受到大海的无穷魅力，今天就让我
们走近大海。创设情境，感受大海。

(一)咆哮的大海

仔细听：(神秘)图片、声音。



——你听到了什么?大海在咆哮

1.它是用怎样的力度表现的?

这样的声音我们可以用音乐的语言来描述!

——师示范(师肢体语言表现，出示强弱弱的规律)

x.︱x.︱

哗哗哗哗哗哗

2.起立，我们来模仿一下。

(二)浪花的歌唱

交流：大海有美丽、宁静的时候，这时海面上的朵朵浪花依
偎在大海妈妈怀里会唱响欢乐的歌。

——师唱;(强调附点音符的唱法)

出示：5 6 5. 3︱5 6 5 —︱

啦啦啦啦啦啦啦

——请你也来唱一唱

这样欢乐的歌声是用什么音符来表现的?

——出示附点音符，

——有这个音符的地方要唱得长些。表现出朵朵浪花荡漾开
来，延伸进了大海妈妈怀抱的感觉。

——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再唱

歌曲教学：

1.第一遍欣赏，了解歌曲。

要求：边听边看歌词内容。

——揭题：老师最喜欢的这首歌是(齐读：《大海啊故乡》)

师：作者为什么把大海叫做故乡?你能从歌词中找到答案吗?

——交流，歌曲的情绪如何?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歌曲，大家可以轻声跟着哼唱，同时思
考歌曲可以分为几个乐段?

2.第二遍欣赏轻声哼唱，试着划分歌曲的段落。

交流：可分两个乐段。

出示段落标记：a b

(一般来说相同和相似旋律可归为同一乐段。)

分段学习：

我们先来学习a段(出示)

1.a段学习

请你用l轻声跟老师的琴声哼唱。

1)跟琴声用l哼唱。



2)这段旋律中也多次出现了什么音符?——出示附点音符

3)再次哼唱旋律，唱足附点音符的时值。

感受了音乐的旋律，老师想请一位同学有感情把a段歌词朗读
一遍。

4)请生朗读歌词。

——评价，你觉得他的朗读能表达大海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故
乡吗?老师觉得我们的声音如果再甜美...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五

教学目标：

1、能够有感情的演唱《大海啊故乡》，表现对大海、母亲、
故乡的真挚情感。

2、欣赏关于大海的多种艺术作品，了解优秀的作曲家、诗人，
感受他们作品中对大海的艺术形象，体验作品蕴含的真实情
愫，并能用优美的声音歌唱大海。

教学重点：

能充分运用力度、情绪的变化，深情演绎歌曲

教学难点：

1、典型的节奏型

2、能用不同的情绪、唱法分层表现歌曲。

教学准备：



钢琴、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

生：是海浪声。

师：是啊，是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但是海上还有一些战士，
他们在海上航行，保卫我们的祖国，对海军来说，大海就是
故乡的声音。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大海，学习《大海啊故乡》这首歌。

二、初听歌曲《大海啊故乡》（播放音乐）

1、仔细聆听，听完说说这首歌曲情绪如何？速度是怎样的？

（速度稍慢、深情舒缓地）

2、你能告诉老师这是几拍子的歌曲吗？（三拍子）

3、请同学用深情的、起伏荡漾地声音朗读歌词。

师：从你们的眼神中读到了深情、从你们的朗诵声中听到了
游子的心声，请同学们把感情投入到歌声中去，让我们来学
唱歌曲。

三、学唱歌曲

1、跟琴学唱歌谱

找出歌曲中的典型节奏型，重点加以训练。（课件出示节奏）

2、用wu模仿海风声进行模唱，提示学生注意二分音符和附
点二分音符的时值与唱法。



3、填词纠正

4、这首歌中模仿游子声声呼唤故乡的高潮部分在哪里？

（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师：这两句的音与前两句相比较怎样？表现了歌者情感怎样
的变化？

（音区更高，情绪越来越激动，不断升华，就像翻滚的海浪
一浪高过一浪）

师：后半部分演唱力度与情绪应该相应的有些什么变化呢？

（更加强烈有力、情绪更激动，才能表达呼唤的真切）

5、完整的演唱歌曲。

6、艺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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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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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视谱练习

先学词后学谱，学生先视唱后老师教唱两遍，再弹琴让学生
随琴唱。



9、欣赏歌曲《大海啊故乡》视屏

四、歌曲及作者简介（出示多媒体课件）

五、拓展与延伸

1、师：今天，我们学唱了歌曲《大海啊故乡》，那么关于大
海的作品你能举一举例子吗？

（生答：高尔基的海p普希金的海上日出等）（出示多媒体课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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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环节的设计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使其了解更多的大
海作品。]

2、创编舞蹈《大海啊，故乡》

好，让我们用优美p连贯的声音再次唱响《大海啊，故乡》

3、多媒体播放学生虽多媒体音乐巩固唱一遍《大海啊，故
乡》，在音乐声中结束。

五、师总结：



大海是宽阔的、又是多姿多彩的。生命源于海洋、音乐源于
生命。同学们，让我们热爱大海、热爱生活，共同歌唱大海、
赞美大海宽阔的胸襟吧！

六、下课礼式学生在《大海啊，故乡》的音乐声中和老师说
再见。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六

教学目标：

1、在音乐活动中了解大海，感受大海的音乐形象，丰富音乐
表现力，体验人们热爱大海、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的情感。

2、能用优美、连贯、深情的声音演唱歌曲《大海啊，故乡》，
分析作品中的音乐要素，了解歌曲中出现的典型节奏，体会
并表现出歌曲所蕴涵的情感。

一、导入

1、师：你听这是什么声音？（播放海浪声音）

2、出示有关大海的图片及音乐

3、师：大海美吗？请同学们用一些形容词或成语来形容大海？

生答：排山倒海，一望无际，汹涌澎湃，宽广无垠，温柔恬
静平静等等。

4、师：同学们刚才都回答的很好，今天就学习一首有关大海
的歌大海啊故乡。

二、新课教学



1初听音乐:播放歌曲《大海啊,故乡》初步感受歌曲

教师:歌曲抒发了怎样的情感?歌中所展现的大海带给你怎样
的印象?

2、介绍作品背景：大海啊故乡是王立平词曲，作于1983年此
曲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作品以“小时侯妈妈对我
讲”开始，通过对故乡，对大海如叙家常的深情描述，表达
了主人翁对大海的故乡和母亲深挚的热爱之情。

3、作者简介。

王立平（1941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曾参加大型纪录片
《周总理永垂不朽》作曲。主要音乐作品还有：《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话剧音乐《未来在召唤》，科学幻想广播剧
《绿色克隆马》，电影故事片《带手铐的旅客》、《少林寺》
《大海在呼唤》、《李大钊》等音乐。其中很多歌曲如《太
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广为流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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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

4、节奏练习

5、学唱歌曲

（1）请学生跟音乐，用lu音哼曲旋律

（2）请学生跟音乐唱歌词

（4）歌曲处理

师问：“大海啊故乡”重复了多次，在情感的发展上每次的
重复有何不同？是否多余？（讨论回答）



(“大海啊故乡”重复了多次，不但没有感到嗦，恰恰相反，
每一次重复感情就更进一步，从亲却倾诉――抒发情怀――
情感升华――怀恋之情，这样的情感线，也仿佛是大海的波
澜。从旋律的起伏到情感的发展，歌词的完美使我们更真切
感受到大海的宽广汹涌，从而更好的表现出对祖国对故乡的
深情。)

（5）师问：这首歌该用怎样的情绪来演唱？（讨论回答）

师补答：用轻柔连贯的声音，有感情的演***曲。（要注意节
拍的重音，随着音乐情绪的发展，表达出高潮乐句情绪。

6、聆听不同版本的《大海啊，故乡》

黑鸭子版及俄语版

三、教学拓展

1、电子音乐：

即电子合成音乐，指运用电子方法产生和修饰的音乐。近年
来电子音乐作品由早期的“磁带合成的音乐”逐渐过渡
到“现场演奏的电子音乐”。

2、电声乐队指以电子乐器为主组成的乐队。目前比较多见的
电声乐队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主要由架子鼓、电吉他、电贝司和电子合成器组成。
有时还加一个电子钢琴。

第二类：以电声乐队为基础，或者加进铜管乐，或者加进弦
乐器，或者加进民族乐器。

四、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欣赏了大海的壮阔，感受了电声的魅力，同
时还学习运用了其他学科的知识，真正体现了音乐与其他学
科的综合，希望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带给你无限的'快乐。

作业：

试为《大海啊，故乡》的前奏配上电声乐队，并感受其独特
的魅力。

课时：第一课时

课型：教唱课

教学目标：

学习歌曲的正确演唱，能够自信地、有感情地演唱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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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电声乐队，激发学生对电声音乐的兴趣。

教学重点：

歌曲《大海啊故乡》的演唱。歌曲中延长的处理。教学难点；

歌曲《大海啊故乡》各段落情感的处理，激发学生对大海、
对母亲、对祖国的热爱。

教具：多媒体课件、琵琶

教学过程：

导入1、教师：诗人说：“大海就是一首诗。”画家说：“大
海就是一副画。”音乐家说：“大海就是一首歌。”我
说：“大海就是美的化身。”今天，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吹吹
海风，欣赏海的美景，听听海的歌唱。



（教师播放幻灯片，已经《大海啊故乡》琵琶伴奏版本，教
师演奏）

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大海啊故乡》，今天我们就
来欣赏它，歌唱它。（教师引出本课主题）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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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初听这首歌曲，请你的身体随着音乐做动作。

2、 你觉得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和情绪？

3、 复听歌曲，你对哪句歌印象最深，用你喜欢的声音哼唱
出来。

4、 把你哼唱的歌曲用手中的乐器进行模仿演奏。

5、 感受这首歌曲的拍子，并随着节拍用打击乐器伴奏。

6、 再听歌曲，分析这首歌曲是几拍子的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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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两组同学排练的节目进行汇报表演。

9、 评价一下哪一组同学表演的更好，为什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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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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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合唱歌曲《牧羊曲》，加入武术动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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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啊故乡教案拓展篇八

1、能够有感情的演唱《大海啊，故乡》，表现对大海、母亲、
故乡的真挚情感。

2、欣赏关于大海的多种艺术作品，了解优秀的作曲家、诗人，
感受他们作品中对大海的艺术形象，体验作品蕴含的真实情
愫，并能用优美的声音歌唱大海。

能充分运用力度、情绪的变化，深情演绎歌曲。

1、典型的节奏型

2、能用不同的情绪、唱法分层表现歌曲。

钢琴、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

生：是海浪声。

师：是啊，是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但是海上还有一些战士，
他们在海上航行，保卫我们的祖国，对海军来说，大海就是
故乡的声音。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大海，学习《大海啊，故乡》这首歌。

二、初听歌曲《大海啊，故乡》(播放音乐)

1、仔细聆听，听完说说这首歌曲情绪如何?速度是怎样的?

(速度稍慢、深情舒缓地)

2、你能告诉老师这是几拍子的歌曲吗?(三拍子)

介绍三拍子：三拍子通常给人以抒情、荡漾的感觉，刚才我
们已经感受到这

是一首深情荡漾的歌曲，你们一起把这首歌的歌词深情地朗
诵一遍，好吗?

3、请同学用深情的、起伏荡漾地声音朗读歌词。

师：从你们的眼神中读到了深情、从你们的'朗诵声中听到了
游子的心声，请同学们把感情投入到歌声中去，让我们来学
唱歌曲。

三、学唱歌曲

1、跟琴学唱歌谱

找出歌曲中的典型节奏型，重点加以训练。(课件出示节奏)



2、用wu模仿海风声进行模唱，提示学生注意二分音符和附
点二分音符的时值与唱法。

3、填词纠正

4、这首歌中模仿游子声声呼唤故乡的高潮部分在哪里?

(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师：这两句的音与前两句相比较怎样?表现了歌者情感怎样的
变化?

(音区更高，情绪越来越激动，不断升华，就像翻滚的海浪一
浪高过一浪)

师：后半部分演唱力度与情绪应该相应的有些什么变化呢?

(更加强烈有力、情绪更激动，才能表达呼唤的真切)

5、完整的演唱歌曲。

6、艺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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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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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视谱练习



先学词后学谱，学生先视唱后老师教唱两遍，再弹琴让学生
随琴唱。

9、欣赏歌曲《大海啊，故乡》视屏

四、歌曲及作者简介(出示多媒体课件)

五、拓展与延伸

(生答：高尔基的海﹑普希金的海上日出等)(出示多媒体课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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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环节的设计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使其了解更多的大海
作品。]

2.创编舞蹈《大海啊，故乡》

好，让我们用优美﹑连贯的声音再次唱响《大海啊，故乡》

3.多媒体播放学生虽多媒体音乐巩固唱一遍《大海啊，故
乡》，在音乐声中结束。

六、老师总结

大海是宽阔的、又是多姿多彩的。生命源于海洋、音乐源于
生命。同学们，让我们热爱大海、热爱生活，共同歌唱大海、



赞美大海宽阔的胸襟吧!

七、下课礼式学生在《大海啊，故乡》的音乐声中和老师说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