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优
秀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一

通过音乐课的学习，让一年级的学生能有初步的音高、节奏
概念;唱歌时，不大声吼叫，能用美好的声音歌唱;通过训练，
能做到从教室安静排队到音乐专用教室上课;能爱护音乐循环
教材;能从演唱与欣赏活动中感受与体验音乐的魅力。让学生
感受音乐特点，理解音乐情绪。提高自身音乐艺术修养，热
爱音乐、热爱学习、热爱生命!

1、学习歌唱知识，训练学生的音准、节奏。

小学音乐教案一年级

2、学会聆听音乐，感受音乐形象等。

3、学习乐理知识，能初步理解乐曲。

1、统一学生的音色，美化学生的声音，能有感情地歌唱

2、学习相关的音乐知识。

1、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

2、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
康的.音乐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必要的音乐审美能



力。

3、音乐课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活动。在音乐教学活动中重视
学生的参与和实践，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的情感，
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鉴赏音乐的美。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二

1、从音乐中感受动物可爱的形象，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并
懂得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2、能从动物的叫声中体验到“”“”“”三种长短不同的节
奏；在聆听音乐时，尝试用动作表达自己想象中的动物形象。

3、初步建立音的高低概念，能用自然亲切的声音演唱歌曲；
要求选择其中一首背唱；能学会手板和蛙筒为歌曲演唱伴奏。

4、能听辨出小提琴、大提琴和圆号的音色；用动作表达三种
乐器所表达的动物形象。

1、音乐中动物形象的感受和表现；

2、会唱三首歌曲。

二、从大家设计的虚拟农场里，观察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动物。
学一学你最喜欢的小动物的叫声。

（1）看看、做做。

小鸡叫声：叽叽叽叽

小狗：汪汪

小猫：喵喵



（2）分成三组，按节奏模仿动物的叫声。

（3）玩玩，三组同时进行。

三、学唱歌曲《在农场里》。

1、模唱动物的叫声。

2、歌曲接唱。（老师唱前半部分，学生唱后半部分）

3、听录音，模唱。

4、全曲有感情地演唱。

5、把前面做声势练习的三个动物编入歌曲唱一唱。

6、唱游。

全班围成圈坐，看老师手里出示的动物。喜欢这一动物的学
生，按节奏模仿此动物特征动作，随歌曲边唱边自由表演。

7、全班唱着《在农场里》进行歌表演。

四、下课。

唱着歌曲离开教室。

一、自由探索手板和蛙筒，说说像什么声音，可以怎样敲击？

二、导入歌曲听唱。

2、欣赏第二遍，全班分组学小青蛙、老青蛙的样子。

3、欣赏第三遍，跟着录音专门在青蛙的叫声处模仿，同时配
上手板和蛙筒的效果。



4、用粗细两种不同的音色模唱歌曲中小青蛙和老青蛙歌唱的
声音，引出音的高低。

三、音乐的高低体验。

1、用手臂感知哦歌曲中音的高低走向。

2、说生活中的高低现象。

3、让学生反复演唱和体验，说说哪一句越唱越高？哪一句越
唱越低？用手臂表示。

4、综合体验：分角色演唱。

5、用手板和蛙筒为歌曲伴奏。（按节奏，并注意强弱的节拍
规律）

四、唱游《青蛙合唱》离开教室。

一、故事导入。

启发学生：“森林里正在开一个动物联欢会，想知道水的节
目最精彩吗？这节课啊，每一位同学都是评委，首先上场的
是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二、欣赏和表演音乐中小鸟的形象。

1、播放鸟叫声和乐曲《云雀》，让学生比较自然的声音和音
乐塑造的鸟的叫声。

2、了解作曲家是怎样把自然界的鸟叫声神奇地塑造进音乐里
的。

3、声戴头饰表演，教师给扮小鸟的同学打分。



三、欣赏和表演音乐中公鸡和母鸡的形象。

1、谈话：“这时来参加动物联欢会的小动物都争先恐后要上
场，现在该谁出场了呢？听听这一对动物已经上场了，嘴里
还嘀嘀咕咕议论不休呢，猜猜是什么动物？”

2、播放“公鸡和母鸡的叫声”，让学生听听作曲家是怎样把
自然界公鸡和母鸡的叫声塑造进乐曲的。

3、欣赏乐曲《公鸡和母鸡》，要求听到乐曲中出现母鸡报蛋
的叫声，女同学用声音模仿，听到乐曲中出现公鸡报晓的叫
声，男同学用声音模仿。

4、自编动作表演母鸡报蛋和公鸡报晓的样子。

四、欣赏和表演音乐中的毛驴形象。

1、谈话：“大家正在为鸭子们的精彩表演时，突然听到长长
的叫声，这是谁又耐不住性子急于要表演了呢？”

2、播放毛驴的叫声，让学生学一学毛驴的叫声。

3、听听音乐中毛驴的形象。

4、展开怎样保护小动物的讨论。

5、其他方法同上。

五、结束联欢会，评出表演最出色的同学。

一、故事导入。

1、谈话：“谁听过‘小白兔乖乖’的故事？请他讲给大家听
听。”



2、教师复述，配上《小白兔乖乖》音乐。

二、听唱歌曲《小白兔乖乖》。

2、听辨三种音色。

3、分角色表演，并把声音录下来，让他们寻找自己的声音。

4、欣赏器乐演奏的《小白兔乖乖》。

5、用比较的方法，感受乐器演奏的效果，听辨出三种动物形
象的小提琴、大提琴和圆号的音色特点。

7、小结。

三、宣布联欢会圆满结束。

四、下课。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三

1、活动：寻找生活中的声音 唱歌：《大雨和小雨》

2、活动：在音乐厅里 唱歌：《布娃娃弹琴》

3、活动：听听我创造的声音

4、唱歌：《大鼓和小鼓》

5、活动：用声音编织的故事―小白兔盖新房

（一）单元总要求

1．培养学生对声音的感受力，并能用不同的材料进行模仿。



2．在声音创编的活动中养成仔细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激发
学生对创造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二）具体要求

1．感受并模仿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

2．感受人声和乐器不同的音色。

3．能够用不同的材料创造声音（非常规音源）。

4．能够用声音编织一个简单的故事。

5．会唱歌曲《大雨和小雨》《布娃娃弹琴》和《大鼓和小
鼓》。

本单元的重点：

创造声音并用声音编织故事。通过创编音乐的实践活动，引
起学生对创造的'兴趣并获得成功的喜悦。

本单元的难点：

对声音的联想。学生虽然对生活中的声音有一定的感受，但
没有从声音引起联想的经验。教师应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
生逐步建立起对声音的联想，为探索声音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教具

五个盛水的瓶子、碟子及课堂打击乐器。

（二）音响

自生活中采集的各种声音的录音带或cd。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1．寻找生活中的声音。

2．歌曲《大雨和小雨》。

3．听听我创造的声音。

教学目标：

1．能寻找并模仿生活中的声音。

2．能创造几种声音。

3．学唱歌曲《大雨和小雨》。

教学过程：

（一）寻找生活中的声音

1．教师用猜谜语的方式，启发学生用耳朵仔细听辨生活中的
各种声音（谜面：左一片，右一片，住在山两边，说话听得
见，相互难见面。谜底：耳朵）。

2．启发学生注意“观察”――“倾听”生活中的各种声音，
并模仿这些声音。

4．想一想，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声音。

（二）歌曲《大雨和小雨》

1．雨是一种自然现象。有大雨也有小雨。下面我们来学唱一
首关于雨的歌曲――《大雨和小雨》。



2．由教师范唱或听录音。

3．跟着教师学唱《大雨和小雨》。

4．讨论大雨和小雨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三）听听我创造的声音

1．我们刚才听到的声音都是生活中的声音。我们能不能创造
一些声音呢？按教材提示创造出声音。

2．能不能自己创造一些与教材中不同的声音呢？

3．用几种声音连在一起表现一定的内容。

教学评价：

1．能积极参与声音的探索，听辨出两种以上的声音。

2．会唱《大雨和小雨》。

3．能创造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音乐活动“在音乐厅里”。

2．歌曲《布娃娃弹琴》《大鼓和小鼓》。

教学目标：

1．能说出几种乐器的名称，感受人声与乐器的不同音色。



2．会唱《布娃娃弹琴》《大鼓和小鼓》。

教学过程：

（一）在音乐厅里

2．请你在教材图中找一找，你认识哪些乐器呢？学生说出一
种乐器，教师就可以出示这种乐器的图片并播放声音，如有
学生会演奏，可在课上为同学们演奏，最后教师再介绍其它
的乐器。

3．有打击乐器的可让学生敲击一下，感受这些乐器的音色。

4．还知道其他的乐器吗？

（二）学唱《布娃娃弹琴》

1．你们知道木琴是什么形状，它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吗？教
师可出示木琴的图片并播放一首木琴曲（如《草原小骑兵》
片断）。下面我们来学习一首新歌《布娃娃弹琴》。

2．教师范唱或放录音。

3．跟着老师学唱《布娃娃弹琴》。

4．边唱歌曲边做律动。

（三）学唱《大鼓和小鼓》

1．播放少先队鼓号队的录像，提问：队伍中有什么打击乐器呢
（大鼓和小鼓等）？

2．大鼓和小鼓的声音有什么不同（高低、强弱、音色不同等
等）？



3．学唱《大鼓和小鼓》。

4．边走步边唱《大鼓和小鼓》并模仿打鼓的姿势。 （以上
两首歌曲也可以选择一首学唱）。

教学评价：

1．能认识一种以上的乐器并说出它的名称。

2．会敲击一种打击乐器。

3．会唱《布娃娃弹琴》和《大鼓和小鼓》中的一首。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四

1、歌曲《各族小朋友在一起》

2、用打击乐器为歌曲《好朋友》伴奏。

1、初步学会歌曲《各族小朋友在一起》

2、在为歌曲《好朋友》的伴奏中加入碰铃、响板及各种自找、
自制的打击乐器，使伴奏音响更加丰富。

一、复习歌曲《好朋友》（暂不用打击乐器）

1、演唱歌曲

2、我们有很多好朋友，（引导学生拓宽好朋友的概念。）

全世界的小朋友都是好朋友。

二、学习新歌《各族好朋友在一起》

1：有感情地朗读《各族小朋友在一起》的歌词——范唱歌曲



两遍。

2：轻声唱歌词。

3：指导学生演唱，唱好______o的节奏型，唱出欢快、跳跃感。

4：分句学唱歌词，再完整地跟琴唱词。

5：出示打击乐器，让学生认并选择。

6：创编节奏，为歌曲伴奏，四分休止符处的配法。

并写出两小节的节奏谱（碰铃、响板）

7：引导学生发现第3、6小节的小过门

8：指导学生进行歌表演。

9：有表情地进行表演（唱、奏、动）歌曲《各族小朋友在一
起》。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五

1、感受声音的强弱。

2、认识大鼓和小鼓，感受其音色，学会基本演奏方法，能积
极参与各种音乐活动。

3、学会《大鼓和小鼓》，并能表现歌曲。

1、学会演唱歌曲《大鼓和小鼓》。

2、学会演奏大鼓和小鼓。

1、歌曲不同乐句的力度处理。



2、器乐的演奏。

一、感受音的强弱：

1、（多媒体课件出示“森林之门”）导入：

师：（伴随着轻快、活泼的音乐）今天，我们来到森林进行
探险，瞧！这有一座通往森林之门。它中间是大门，两边是
小门。看哪个聪明的小朋友，能用两种不同的声音，分别敲
开这扇大门和小门。

2、教师启发，学生想象，用“强弱”两种不同的声音表现。

师：看见大门怎么敲？看见小门怎么敲？

3、师小结，引出“强、弱”。

师：这两种敲门声一样吗？有什么不同？

声音响、声音大在音乐中称为“强”，声音轻、声音小在音
乐中称为“弱”。

人音版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案篇六

1、学唱歌曲《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2、认识常用课堂打击乐器碰铃、响板。

3、听赏歌曲《吹芦笙》。

1、能有兴趣地听喜乐，并知道《吹芦笙》是表现哪个民族的
儿童歌曲。

2、能有表情地演唱《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3、认识碰铃与响板，并知道正确的演奏方法。

学唱歌曲《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cd

1、教师挂出中国地图和长江、黄河风景图，介绍长江、黄河，
并请学生指出长江和黄河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2、教师将歌曲范唱一遍，或播放童声独唱录音。使学生初步
了解歌曲的歌词、节奏和情感。

3、跟着教师有表情地分句轻声学唱。

4、请几级学生集体演唱，并评出有表情且音色较美的小组进
行表扬。

1、教师播放歌曲《吹芦笙》，引导学生欣赏，初步感受歌曲
的情绪。

2、教师简单介绍侗族及其吹奏乐器芦笠的主要特点。

3、引导学生在听赏时接唱歌曲中的衬词。

4、在听赏几遍以后，可让学生跟随录音轻声哼唱。

1、教师向学生展示乐器实物，演示基本的演奏方式，并让学
生识别两种打击乐器的不同音色。

2、教师将乐器发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敲击方
法。如乐器数量不够，可轮换进行。

3、教师出示卡片。

碰铃dang dang dang dang



响板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统习演奏。可分组交换练习，每两人为
一组作乐器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