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钟声叮叮当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钟声叮叮当教案篇一

本次口语交际，我结合课文——《音乐之都维也纳》，指导
学生围绕城市的特点，对自己所选择的城市作具体介绍。本
次口语交际是建立在学生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的，因为这
些城市都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通过回去搜集资料作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

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这一次的口语交际活动中，
事先我告诉他们将举行一次比赛，每个同学都得认真准备。
学生们开始第一步的工作——找资料，有的是电脑上查找的，
打印了好几张纸——不仅是一所名城。还有的是参考《课课
通》的，他们还在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资料的收集为进行
交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孩子们的资料可以说是多而
杂，因此课堂上我先让他们回忆《音乐之都维也纳》介绍的
重点是什么，又是怎么介绍清楚的。这样，学生就明白了最
主要是把城市及美称之间的关系说清楚，接着他们开始整理
自己的资料，并在小组内进行初次介绍。后来每组推荐两位
代表到班级内进行介绍，全班同学当评委，分别从介绍内容
和交际态度两方面进行评定。通过这样找、说、评的过程，
学生不仅积累了课外的知识，而且经历了整理资料、大胆说
话的过程，我想收获还是不少的。

钟声叮叮当教案篇二

《音乐之都维也纳》是一篇散文，作者用优美的笔触描写了



维也纳城市的独特风貌，讲述了维也纳被称作“音乐之都”
的渊源，表达了作者对音乐之都的赞美和向往。课文的语言
简洁、优美，对维也纳的介绍层次清晰、明快，有详有略，
如音乐般急缓有致。这样一篇课文编入教材的主要目的在于
使学生充分感受到维也纳浓厚的音乐氛围，感受到文中语言
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和美的熏陶，培养学生喜爱音乐的情趣，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教师提供材料，
学生朗读背诵，那么学生的主体性在课堂上无法充分实现，
因此，在新课程的理念引领下，课堂教学中，如何实现教师
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对话，如何创设氛围，鼓
励学生形成独特的感受，乃是在教学设计中首先要思考的问
题。

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时，以此为主线，努力
做到以下两点：

1、强调个性化朗读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符号中获取和转换信息的过程，具有独立
性、个体性。阅读教学要关怀学生内心的情感，感受体验作
品的语言魅力。这一过程教师的讲解代替不了，学生的合作
学习也取代不了，必须*自己在阅读中边读边想，开启心智。像
《音乐之都维也纳》这样一篇课文提供了优美的语言，教师
在教学中要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回归到常态中，在师生
对话、互动过程中，使学生潜心会文，感受所蕴涵的精神元
素。在教学中最好的表现形式，就是朗读。而对于同一语言
材料，每个同学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背景对语言形成独特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就有了不同的
朗读处理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要力求鼓励学生在各自感悟
语言的基础上，用不同的朗读处理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从而达到个性化朗读的目的。

2、课内课外阅读材料有机结合



新课程下，对语文教学的改革，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仅要让
课堂充盈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使小课堂连着大世界，
而且要拓宽语文教育。但是学生学习语文的时间、机会主要
在语文课上。因此，还要把课堂教学作为改革的一个重点。
因此在教学中，课堂教学中有机地把课内阅读材料与课外阅
读材料整合起来，解决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提高课堂
效益的。

从《音乐之都维也纳》这篇课文的内容看，要理解维也纳为
什么会被称为音乐之都？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材料加以补充，
显然难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材料如何呈现，是教师直接提
供，还是让学生自我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产生不同的教
学效果，同时反映出不同的教学观念。

因此在学习资源设计时，我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情况，考
虑到课堂学习的需要，《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教学资源分为
两个部分――创设情景的多媒体课件和以《音乐之都维也纳》
为主题的学习网页。

1、多媒体课件演示：提供大量图片和音乐，拉近学生和课文
内容之间的距离。

2、《音乐之都维也纳》主题学习网页。分为五个部分。

（1）课文内容：帮助学生感知课文内容，理解个别词语及维
也纳的地理位置。

（2）音乐家的摇篮：提供世界著名音乐家在维也纳成名的足
迹。

钟声叮叮当教案篇三

1．深度挖掘教材，体验心中的音乐首先要找准音乐的表现特
点。



虽然本节欣赏课是随堂听课，教师准备的时间很少，因此，
同样的教学方法没有上次欣赏《铁匠波尔卡》那么精彩，但
这恰恰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教师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
感悟不够深，由此造成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全身性地融入到音
乐中去，学生对音乐的感悟也大打折扣。

如何才能让音乐的风格特点在音乐课堂中鲜明地呈现，这是
我们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把握的问题。
我们很多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对自己所上课的音乐是陌生的，
完全不知道音乐是怎么回事，对音乐的理解也只是参考文献
上的介绍而已。如此，你怎能让音乐从你的内心自然流露出
来，又怎能发现这段音乐最具表现力的地方在哪里？怎么知
道用什么方法让学生来欣赏这段音乐最有效？因此，深度挖
掘教材，体验心中的音乐，教师首先要找准音乐的表现特点，
只有找到音乐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找到它所谓“最柔软、最
动人”之处，我们才可以相应地在学生心灵里引起足够的共
鸣。

2．深度挖掘教材，体验心中的音乐要致力于精研学生学法。

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是音乐教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学生
是否乐于在教师所设计的音乐活动中体验、表现、创造，这
就关呼教师是否在设计教学时跳出“如何教”，转而对学生
的学法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精心的设计。在本节课的教学中，
教师只重视如何教，教师采用的方法，讲述的语言都缺少趣
味性和生动性，学生的主动参与不够，同样的设计，在后来
几个班的教学中，因为教师注重学生学法的设计，通过“抢
魔法棒、增加魔力指数、施魔法”等活动，用游戏“魔法
师”这一人物形象贯穿课堂教学，增加了欣赏的趣味性和参
与性，效果就好多了。

钟声叮叮当教案篇四

《音乐之都维也纳》是一篇散文，作者用优美的笔触描写了



维也纳城市的独特风貌，讲述了维也纳被称作“音乐之都”
的渊源，表达了作者对音乐之都的赞美和向往。课文的语言
简洁。学生充分感受到维也纳浓厚的音乐氛围，感受到文中
语言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和美的熏陶，培养学生喜爱音乐的情
趣，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教学中，抓住“摇篮”的特点展开教学，学生从自己的感悟
出发，从而感受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在摇篮的畅想中，学生
独特的感受和文本自然融合。在摇篮的畅想中，学生灵动的
思维得到激发。让学生通过朗读将自己的向往表达，使学生
的梦想也从摇篮里出发，这种体验很好地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也为学生埋下了音乐的种子，学生兴趣盎然，在朗读中品味
乐趣，在朗读中感受到了维也纳音乐的魅力。

钟声叮叮当教案篇五

《音乐之都维也纳》这篇课文用生动优美的语言，采用总分
的构段方式，从四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音乐之都维也纳的秀
丽风光与独特的音乐文化，让我们领略了维也纳的高贵与优
雅。由于本人对于音乐之都，实在是太陌生了，加上文中涉
及到的许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如欧洲古典音乐，海顿、莫
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国家歌剧院和音乐之友协会大厦
等建筑以及维也纳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

这些知识对我来讲也是一知半解，于是，我把大量的时间放
在查阅相关的资料上。教学时，我又主要抓住“摇篮”的特
点展开教学，让学生从自己的感悟出发，从而感受维也纳是
音乐之都，在摇篮的畅想中，学生独特的感受和文本自然融
合。在摇篮的畅想中，学生灵动的思维得到激发。学生兴趣
盎然，在朗读中品味乐趣，在朗读中感受到了维也纳音乐的
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