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美丽的草原我
的家教学设计(精选8篇)

安全标语是以简短、有力的语言表达出安全宣传、警示和教
育的一种形式。在设计安全标语时，可以运用色彩、形状和
排版等元素，使其在视觉上更具吸引力和辨识度。我们整理
了一些精选的安全标语，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思路。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一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用诗的语言勾勒了一幅草原美景——
绿草如海、鲜花烂漫、碧水清波、晚霞夕照、彩蝶纷飞、百
鸟歌唱、毡包有如白莲花、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犹如珍珠
撒？这就是蒙古族人民自由、安宁、美满、舒畅的生活，更
是牧民双手托起的幸福大厦。

歌曲用单二部曲式结构而成。第一乐段的节奏均匀、稳健；
第二乐段从弱拍起唱，使原本平稳的节奏带有了起伏的律动
感。歌曲的旋律采用了牧歌的素材，并用五声宫调式构成旋
律，给人以辽阔、悠扬、婉转、抒情的印象。这种将情感波
澜与意境相融合的创作手法，非常深刻地表现了蒙古族牧民
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及对幸福生活无比赞美的欢乐心情。

五年级学生经过以往音乐课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分析作品
欣赏作品的能力。熟悉歌曲教学中唱歌词、歌谱、打节奏、
等一系列的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欣赏活动，巩固和提
高表现音乐的基本技能。扩大音乐欣赏的范围。在教学中重
点感受、蒙古族人民自由、安宁、美满、舒畅的生活。采用
多种形式欣赏使学生乐于参与音乐活动。

1、欣赏女中音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体验歌曲优美抒
情的情绪以及表现的宽广美丽的草原情景，体验蒙古族歌曲
的风格。



2、初步了解、感知女中音柔和、浑厚的音色特点。

3、知道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乐于主动了解蒙古
族文化，喜欢蒙古族音乐。

1、欣赏、感受蒙古民歌，激发学生对蒙古民歌的热爱之情。

2、初步了解、感知女中音柔和、浑厚的音色特点。

引导学生感受蒙古民歌的风格特点。了解长调和短调。理解
蒙古民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试唱法、听赏法、讨论法。

多媒体课件、录音机、磁带

1课时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课件出示：大草原画面蒙古族的风土
人情。

师：看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学生欣赏画面

师问：你在草原上看见什么景色？（请学生发挥想象自由发
言）

二、出示学习目标

课件出示学习目标：

1、欣赏女中音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体验歌曲优美抒
情的情绪以及表现的宽广美丽的草原情景，体验蒙古族歌曲
的风格。



2、初步了解、感知女中音柔和、浑厚的音色特点。

3、知道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乐于主动了解蒙古
族文化，喜欢蒙古族音乐。

三、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初听歌曲。

师：播放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感受歌曲的情景和内容。

听听歌曲中唱出了内蒙大草原怎样的景色？

2、学生聆听后交流回答自己的感受。

3、了解演唱者德德玛。

4、分段欣赏。

学生聆听谈感受

5、完整欣赏，随旋律哼唱，进一感受歌曲表达的对草原的热
爱和赞美之情。

6、请学生根据歌曲情绪，设计一些简单的伴奏音型为歌曲伴
奏分组讨论，可加入小乐器伴奏。

四、拓展延伸

课件出示：

学生交流汇报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内蒙古大草原游玩了一圈、欣
赏了内蒙音乐，通过歌曲的欣赏与学习，我们感受到了辽阔
而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感受到了内蒙古的草原风情，感受
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以后我们还要学习其他民
族的音乐，对少数民族能有更进一步地了解。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中速赞美的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充满蒙古族风情的歌曲，通过
聆听让学生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蒙古音乐的风格特
征，进而产生对草原及蒙古人民的喜爱之情，激发学生对家
乡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

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通过创设情境引领学生来到美丽的大
草原，然后通过不同形式的听赏歌曲，让学生对蒙古族音乐
文化的了解更丰富，交流也更主动。更喜欢蒙古族音乐。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二

首先，我觉得，教师要有一双神奇的眼睛，要能够以最快的
速度从不同的方面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这节课，课堂教学很吸引学生，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图片、
音乐吸引了他们、感动了他们，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给了学
生说真话的机会。但遗憾的是，面对学生出色的表现，我却
不能及时地找出更为合适的评价用语，来肯定学生，给学生
更多的自信，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动力。有时候，明明知道学
生表现很好，但却急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进行评价。那些用
惯了的“你真棒”“好极了”等，在我看来一遍足以，如果
反复使用则会变的枯燥无味，失去了表扬的意义。

针对这项弱势，我觉得，单纯的学习几句表扬的常用话语，



是不会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差异的。学生是发展的，课堂是发
展的，知识是发展的，所以深入学习新课程下的学生观，了
解学生的个性、气质差异，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让自己的
眼睛充满“神奇”的力量，能够轻易的捕捉到学生身上的闪
光点，挖掘学生的潜能，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我发现，教师抑扬顿挫的语言也可以促使学生入情入
境。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声音大而清脆，学生就能
集中注意力。其实，并不是这样，学生并不喜欢这种一个调
子下来的声音。几年的教学经验让我越来越感觉到，语文教
学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执教者真正爱上它时，才会由内而
外的透出灵气。语言是有血有肉的，激情澎湃的语言具有更
大的感召力。有感情的语言可以吸引听众，更容易让听众走
入文本的情景。所以，今后无论是文本的示范朗读，还是教
学当中的话语，我都会努力锤炼自己的情感，让语言成为一
种艺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发挥它巨大的魅力。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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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三

一、注重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理解感悟。

教学时，我让学生自学探究，弄清“你从哪些地方感悟到了
草原的美”这个核心问题，并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学习的
体会。在研读时，我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多种形式，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
过抓住重点语句感悟想象感受到草原的美丽、辽阔。例如：
学生抓住遍地花想象到草原到处都是花，彩蝶纷飞想到各种
颜色的蝴蝶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百鸟唱想到很多鸟在草原
上叽叽喳喳的叫着……在此基础上，我还利用形象生动的语
言进行描述，并结合课件让学生想象，这样把抽象的语言文
字变成具体的画面，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草原的美。

二、运用课件营造学习氛围。

教学中我搜集了很多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把学生的注意
力马上吸引过来，一下就将同学们带进了学习的氛围。在授
课即将结束时，我让学生亲耳聆听这首歌，并欣赏大草原的
无限风光。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有的同学甚至
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翩翩起舞。整节课在歌声中结束，使学
生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三、抓朗读走进文本

读是学习理解课文的必要手段，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
凡是朗读能力强的孩子理解能力一般也很强。各种形式的读，
在读中给学生创造再造草原意境的气氛。我设计了个人读、
小组读、默读、集体读、男女生比赛读、喜欢读的同学起立
来读、评价读等等读书形式，让学生在读中走进课文，激活
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发个性张扬，享受朗读中的`无限乐趣，
使语文教学变的生气勃勃，促进学生感悟能力的发展。学生
一旦读进去了，那么理解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再熟读的基



础上再引导学生背诵就水到渠成了。

四、交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叶老一句“教是为了达到不教”道破了阅读教学的天
机。“教”怎样达到“不教”呢？它的关键在“教”的内容，
教师不仅要教学生懂得一篇文章的语言文字、思想内容、写
作技巧等，更重要的是教学生阅读方法。掌握了方法，学生
才自能阅读，教师才可能“不教”。在学完歌词的第一小节，
我引导学生总结学习此段的方法，学生在相互启发的基础上，
总结出读文找句子，抓词来理解，感情来诵读，熟读背下来。
然后进行学法迁移，学生再去学习第二、三小节歌词，也就
轻松自在了。同时我又引导在理解的基础上去积累，并且让
学生感悟背诵的方法。进行及时的总结，逐渐形成学生学习
的能力。

五、读写结合，创编歌词

学文后，我还让学生以《美丽的长春我的家》进行仿写训练，
效果较好，我发现他们写完后还在互相欣赏呢。我想语文教
学就是要既抓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又要将阅读与写作结合，
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四

是孩子的天真

世界上最温情的抚育

是妈妈的手

世界上最能安放心灵的地方

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草原

美丽的呼伦贝尔

在这里

母亲的温暖融化在一望无垠的绿海

父亲的宽厚凝刻在清澈的蓝天白云

天空中自由的雄鹰不在乎边际的飞翔

草地上飞驰的骏马不思惆怅的欢悦

我的脚啊

与成群的牛羊结伴

越走越宽。。。。。。

我的心啊

与自然相协相牵

渐行渐远。。。。。。

天当床

草当被

醇香辛辣的马奶酒让你畅快的躺下

烧膛的酒啊流动的血

多盼着如草儿一样，每天感受太阳的升起落下



伴着天边那抹暖暖的黄

轻柔的风

透明的月

马头琴在红红的篝火旁为你倾诉昨日的炎凉

真挚的情啊驿动的心

多盼着如闪亮的星星一样，围绕在皎洁的银辉中

细细体谅

手把肉的香味哦侵染你的欲望

母亲的唠叨啊似勒勒车般悠长

洁白的毡房里啊有我童年的梦想

静默的套马杆上啊留着我青春的记忆

。。。。。。

闪亮的霓虹啊没有清澈的月

车水马龙的街道啊没有宁静的草

高楼大厦里啊没有那暖暖的黄

美丽的草原啊就是我思恋的母亲

我眷恋的家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五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高二（9）班准备在艺术节合唱比赛
中演唱的曲目。我在和学生排练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和感想。

怎样能让学生唱好一首歌、喜欢唱一首歌成了我追求的目标。
高中的歌唱教学，仍然是基础音乐教育的性质，音乐审美教
育理应是音乐教学的核心环节。因此，它不但要注重歌唱实
践，也应该注重音乐鉴赏。通过音乐鉴赏，让学生感受、体
验歌曲的地域风格和民族风格。

在《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歌唱教学中，我除了让学生在演唱
《青春舞曲》这首歌上下功夫之外，还在欣赏《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八骏赞》、《乡音、乡情》、《阿瓦人民
唱新歌》、《曲蔓地》等歌曲上下了功夫，在让学生感受、
体验歌曲的地域风格和民族风格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理性
认识，他们不仅知道了形成这种音乐风格的深层原因，还适
度拓宽了自己的文化视野。学生很喜欢这种学习的方式，因
为这些歌曲都是他们比较熟悉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通
过欣赏这些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学生能正确的把握《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的风格，他们把精力投放在表演音乐、对音
乐艺术目标尽力追求和作出正确反应的方向上来。这样做的
结果是，学生不是浅尝即止，而是对音乐进行充分、完整的
感受、体验和表现。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六

走进草原，抬眼望去，湛蓝天空无边无际，好像被粉刷匠涂
上了一层蓝色的油漆，让人心旷神怡，忘却了所有疲劳和烦
恼，舒适极了。再看那一团团软软的棉花似的云朵漂浮在蓝
天上空，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样。如果把它织成棉被盖在
身上，一定特别暖和。



天空的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远处深绿色的山连绵不
绝，仿佛是小朋友们手拉手在一起做游戏。近处绿油油的草
地，像是给土地铺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地毯，让人想躺下去，
舒服地睡一觉。低着头吃草的绵羊，宛如一朵朵从天上落下
来的洁白的云朵，让人想靠近他们去摸一摸。草原中间有条
土黄色的小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长长的小河。

多么美丽的大草原，让人宛如置身于一幅意境优美的山水画
中。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七

假期，我和爸爸、奶奶及爸爸朋友一家自驾去了甘肃南部旅
游。

我们先坐高铁到兰州，租车从兰州出发，第一天就看到了一
个大草原，爸爸说这是桑科草原，我和我的朋友（爸爸朋友
的孩子）下车一起来到草地上，绿油油的草地边上长满了蒲
公英和小红花。真像地毯的彩色花边。草原如绿色的地毯，
大的望不到边，真是太壮观了！和我以前见到的草原可不一
样呢！

瞧！美丽的大草原吸引来了可爱的小蚂蚁，他们在搬家，准
备在这个美丽的大草原上安家。它们可能在想，这片大草原
无论哪里都很漂亮，我家到底在哪里盖呀？这时小蚂蚁停了
下来，可能他们的家就选择盖在这里呢！

我们在草原上走走停停，我用爸爸的相机照下了一朵美丽的
小红花，它好像是在摆姿势，说：“多照几张，好让我的同
伴看看。”于是又把小红花和小菊花一起照了一张相，别提
有多美丽了！但更美丽的还在后面呢！看，小菊花上还有一
朵黑色的小蝴蝶，翅膀上还有白色的小圆点，翅膀还扑闪扑
闪着，真诱人！



我们走呀走呀，来到了山的顶端，从上到下看，好像人就是
一只小小的蚂蚁在走路。

忽然，从我耳边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声音，我连忙转身去看，
原来是一匹白色的骏马，马背上还骑了一个藏族人，这匹白
马的后边还跟着两只猎狗，猎狗后面，还有排成两队的牦牛，
它们可真听主人的话呀！

这时我看见一头牦牛妈妈旁边站着一头可爱的小牦牛，瞧！
她的小牛角上还扎了一朵美丽的红色小蝴蝶结呢！看上去可
爱极了！

我的爸爸赶快把小牦牛照下来，我抬头仰望天空，蔚蓝蔚蓝
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远处的山丘也是淡淡的绿色，加上我
们和牛、马、羊就是绿色地毯上镶嵌的珍珠啊，这幅美丽的
画面，真是太漂亮了！

这真是快乐又有趣的一天，看到了那么多的小花，和小牦牛
真开心，还有这么美的大草原。我把在甘南的照片发到微信
群，很多人问我这是哪儿？我告诉大家这是甘南桑科大草原，
是藏族人的家！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篇八

我的家乡在新疆玛纳斯县乐土驿，这里没有甲天下的桂林风
光，也没有名扬中外的上海繁华，如今它正在腾飞，它那贫
穷落后的面貌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
派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宽阔平坦的街道，两边绿树成荫，一
座座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建筑群比比皆是。

天山巍峨雄壮，草原一碧千里。他是家乡的骄傲，人民的自
豪。

春天到了，积雪覆盖着快要苏醒的小草，高出的小丘冰雪初



融，嫩黄的小草探出了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分吹又生。
夏天到了，草原的草长高了，随风摇摆，似大海波浪的起伏。
更美的是到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野花，远望去，像碧绿的
大地毯上绣着五彩的花朵。

美啊!我爱我的家乡，我爱美丽的天山大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