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 五年级教学计划
(精选7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
工作效率，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一

五年级是第三学段的起始年级。把握新学段的'教学目标，熟悉
《课标》在三个维度上的变化是促进学生发展，进行有效教
学的前提和保证。细心研读《课标》的习作部分，比较两个
学段的习作要求，可以发现第三学段习作目标的变化，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点：

1、习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一、二学段关注学生习作兴趣的
培养，在此基础上，第三学段明确了习作的目的：懂得写作
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将兴趣转化、提升为学生的自
我需求，密切了习作与学生生活和成长的关系，进一步激发
学生的习作欲望和热情。

2、习作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变化。第二学段要求不拘形式地写
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写简单的书信和便条。第三学
段提出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和想象作文；学写读书笔记和常见
的应用文。

3、在“观察和积累”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第二学段“留
心周围事物”的基础上，第三学段提出“养成留心观察事物
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独特感受，积
累习作素材”。



4、在表达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二学年段为了降低习作难
度，培养自信心，在表达上除了“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
累的语言材料，特别是有新鲜感的词句，使用冒号、引号”
之外，没有提更高的要求。经过几年的训练，学生具备了初
步的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第三学段在表达方面提出具体
明确的要求：内容具体，感情真实；根据习作内容的需要，
分段表述；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另外，在习作速度上提出
要求：40分钟内完成不少于400字的习作。

1、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
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

3、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和想像作文，内容具体，感情真实。
能根据习作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

4、学与读书笔记和常见应用文。

5、能根据表达需要，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6、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
行款正确，书写规范、整洁。

1、学段目标适度提升、循序渐进。

进入第三学段，教师首先要把握《课标》在目标上的变化和
提高，以免使教学停滞不前，制约学生的发展。但是也应认
识到，第三学段的目标是需要两年时间逐步达成的，作为起
始年级不能一下将目标提得太高，使学生望而却步，削减对
习作的兴趣。应把握尺度，适度提升，循序渐进。其中引导
学生学会观察积累并逐步稳定成良好的习惯是重点，要求学
生作文内容真实具体，写出真情实感是关键，保持学生对习
作的恒久兴趣是核心。此外应结合“习惯篇”的教材内容，



教学生学写读书笔记，常抓不懈，养成良好习惯。

2、用好教材，体现编者意图；用教材教，体现教师的创造性。

教学首先要吃透教材，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并在教学中加以
体现，同时又不能囿于教材，要将教材作为一种凭借，作为
自己设计教学的思路，可根据教学实际对教材进行扩展延伸
甚至适度的改编。应该看到教材不仅为学生的学、也为教师
的教拓展了较大的空间，这为教师发挥教学的创造性提供了
可能。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是新《课标》的理念之
一，应在习作教学中加以体现。

3、将自主合作探究用于习作教学中。

应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入习作教学中。通过创设情
境，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使之自觉积极的进入习作状态，
活跃思维，诱发情感，调动积累．完成取材。组织学生通过
阅读例文,合作讨论，探究“好在哪里?哪里写得具体?是怎样
写的?”通过切身体验，发现总结出习作的方法，建构起自己
的思路。完成初稿后，组织学生展示交流，师生共同评价，
在比较鉴别中进一步落实习作要求。作文的修改也要体现合
作互助，将自改、他改、互改有机结合起来，在修改中互相
取长补短，达到共同提高。

还要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超越
学科和校园的范围，让学生去发现全新的、未知的世界；让
他们从注重师生、同学间的合作，到关注更广泛的人际交往
合作。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调查“高年级学生最喜欢的课程
和老师”、“小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与分析”、“金鱼尾巴
的作用和再生能力的实验记录”、“学校电视台收视情况与
改进办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综合实践活动申培养习作
能力。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二

五年级大多数学生喜欢上音乐课，但是不喜欢学习乐理知识，
误认为音乐课就是唱歌课。还有的同学讨厌教师教谱，多数
学生虽然对歌唱发声、节奏、律动、乐器演奏、音高听辨、
节奏与旋律的排列有初步的理解。但是对音乐的乐理知识缺
乏正确的认识，学习乐理知识的积极性不高。因此，本期可
多鼓励他们参与音乐课堂实践活动，以此来培养他们对音乐
理论学习的兴趣。

本册教学内容分为知识与技能、聆听、演唱三部分，其中：

知识与技能内容包括：变拍子前倚音3/8拍6/8拍萨克斯管

1．知识目标：认识八三、八六拍子及其强弱规律和指挥图式、
认识变拍子、倚音下滑音。

2．能力目标：学生通过学习歌曲，学会用正确的口形，呼吸
及连音、断音的演唱方法演唱，学会二部合唱，做到声部间
的和谐，均衡，看得懂简单的指挥手势。通过欣赏，了解几
种常见的演奏形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速度，力度，节奏、
节拍、音色、音区的感知能力，培养他们的音乐想象力和联
想能力。认识了解音乐家格里格、肖邦、黄自。通过乐器的
训练，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演奏姿势与方法，培养一定的齐奏、
合奏及伴奏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音乐教学，突出其学科的特点，把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透到音色教育中，启迪智慧，培养
合作意识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4．质量目标：通过学习能掌握教材规定的简单的乐理知识和
音乐技能，掌握简单的视谱能力，能够完整的演唱歌曲。



1．在气息的控制下，力求做到声音位置的统一。

2．认识八三、八六拍子及其强弱规律和指挥图式、认识变拍
子、倚音下滑音。

3．视唱在c、g、f调号上的自然大、小调音阶，中国传统五声
调式音式。

1．在扩展音域中，谨慎地扩展低声区音域在二声部合唱中，
力求做到咬字，吐字的连贯流畅，音色的丰满，圆润，声部
的和谐统一。

2．学习弱起节奏和不完全小节的唱法。

1、教改专题：如何培养小学五年级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2、方法措施

（1）以音乐的美感来陶冶学生，感染学生

（2）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培养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

（3）注重个性发展，建立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
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乐。”小学低年级的音乐
教学是整个音乐教育的基础。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针对低年
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材施教，还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
提高个人音乐素养，让更多更新颖的教学方法走进课堂，让
四十分钟更加有声有色，这样才能使学生对音乐课产生浓厚
的兴趣。

1．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音乐欣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爱好，开
拓学生的视野，并了解一些音乐知识。



2．指导学生学习正确的坐姿、唱姿，以及合理的发声练习曲；
注重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知识训练，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歌唱。

3．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了解歌曲的情绪，并能用正确的情绪来
演唱不同的歌曲。

4．每节唱歌课给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练习，教师正确处理、
引导。

5．利用多媒体开展教育活动，使学生参与耳、眼感官，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堂生活，开拓音乐视野。

6．通过律动以及集体舞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乐感，
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

7．在综合课、唱歌课、欣赏课、器乐课、歌舞唱游课中渗透
德育，深化教育改革。

8．以素质教育为本，不断提高音乐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并
落实于教学，充分发挥音乐课益智、促体、辅德的功能。

第1课：知识与技能：变拍子

聆听：合唱《山童》合唱《飞来的花瓣》

演唱：齐唱《校园的早晨》齐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2课
时

第2课：知识与技能：前倚音3/8拍

聆听：器乐曲《森林的歌声》管弦乐《雷鸣电闪波尔卡》

演唱：齐唱《花蛤蟆》领唱、齐唱《小青蛙，你唱吧》3课时



第3课：聆听：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独唱《雨花石》

演唱：齐唱、合唱《送别》齐唱、合唱《我怎样长大》3课时

第4课：知识与技能：6/8拍

聆听：管弦乐《晨景》古筝独奏《渔舟唱晚》

演唱：齐唱《清晨》合唱《晚风》 2课时

第5课：知识与技能：萨克斯管

聆听：萨克斯管独奏《回家》管弦乐、独唱《可爱的家》

演唱：齐唱《外婆的澎湖湾》齐唱《牧场上的家》 2课时

第6课：聆听：管弦乐《打字机》钢琴独奏《土耳其进行曲》

演唱：齐唱《卡普里岛》齐唱、合唱《苹果丰收》 2课时

第7课：聆听：管弦乐《春节序曲》管弦乐《乘雪橇》

演唱：合唱《平安夜》合唱《铃儿响叮当》 3课时

五周音乐宫

八周小小音乐会

十八周春节汇演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三

五年级学生健康知识不够全面，校内外意外伤害有所增加，
有必要继续开展健康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培养
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增进爱心和社会责任



感，使学生获得健全发展。

1、使学生理解健康的概念，培养健康的意识行为，懂得预防
食物中毒的方法。

2、让学生了解适时、适体的穿着有益健康，引导学生培养朴
素、大方、适时的穿着风格。

3、使学生认识吸毒的危害，教育学生千万不要因好奇去尝试
吸毒。

5、了解校园环境卫生不仅影响学校的形象，而且影响学生的
健康，懂得爱护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6、让学生了解学校健康促进的内容，并在行动上支持和参与
学校健康促进活动。

本学期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大脑；怎样使大脑更聪明；保护
蔬菜中的维生素；别等渴了再喝；当心破伤风；牙周疾病的
预防；狂犬病的预防；发生扭伤怎么办；发生地震怎么办。
这些知识贴近社会实际，贴近学生生活，贴近青少年成长需
要，适合当代小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与方式，能促进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及行为能力的协调发展。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手段，使学生获得必要的健康知识，激发
其增进健康的愿望，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保护生命、
维护健康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健康打下牢固的基础。

促进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及行为能力的协调发展。

强调联系生活实际，对于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事件、有争议
的话题，应该按照学生的特点和教学的安排，做一定的加工
和整理，使之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心理发展特点更加贴近。



周次日期内容课时

29月第一课大脑1

39月第二课怎样使大脑更聪明149月第三课保护蔬菜中的维生
素1

59月第四课别等渴了再喝1

710月第五课当心破伤风1

810月第六课牙周疾病的预防1910月第七课狂犬病的预防1

1011月第八课发生扭伤怎么办1

1111月第九课发生地震怎么办1

1311月复习、考试1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四

充分挖掘课程资源，和孩子们一起探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探究性教学，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真正有深度的科学探
究性活动。

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己的假设。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1在知识方面，划分为六个教学单元：



(一)水的三态变化：包括第1、2、3、4课。在低年级学生认
识了水的物理性质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水的蒸发、沸腾，
水蒸气的凝结、凝华，冰的融化、升华，以及露和霜的成因;
进而指导学生认识水在液态、 气态、固态之间是可以相互变
化的。

(二)空气：包括第5、6、7课。在低中年级学生认识了空气的
物理性质、空气的热胀冷缩、大气压力的基 础上，指导学生
认识热空气的性质、风的成因及风的观测。

(三)植物：包括第8、9、10、11课。在低中年级学生认识了
根、茎、叶外部形态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 识根、茎、叶的
生理作用。

(四)力：包括第12、13、14、15课。继“平衡”、“轮子”、
“压缩空气”之后，指导学生认识弹性、 摩擦力、反冲、学
习使用测力计测力。

(五)热：包括第16、17、18、19课。指导学生认识热传递的
三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以及保温 和散热的方法。

(六)水：包括第20、21、22课。在学生认识了水的三态变化
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云、雾、雨、雪的 成因，以及水在
海洋、天空、陆地之间的循环运动。

2、能力方面

(1) 实验能力：实验操作方法、对比实验、模拟实验。

(2) 思维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想象能力、推理能力、制作
能力、创造能力。

3、德育方面



(1) 通过讲述我国的珍稀生物、我国古代在天文

学方面的成就，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 通过自然知识的教学使学生体会到自然变化

有规律的、人可以了解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3) 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教学重点：

从上学期开始，学生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但往往停留在表面，
而不去研究内在。所以本学期的重点是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
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通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
感知、体验的基础上，使学生形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培
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教学难点：

各单元都要求学生亲身经历过程，这一过程也将延续相当长
的一个时期，如何引导学生展开主题研究，进行饶有兴趣的
研究，是本学期的难点。

1、根据自然学科的特点和高年级学生的特点，自然课仍然要
加强直观，重视课本上的图画和实践操作。

2、重视指导学生认识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化规律和
原因。

3、不同的课型用不同的教学思路。如探究各种自然变化规律、
原因的采用“问题——观察实验——思考——结论——应
用”或“问题——假设——观察实验——结论——应用”的
结构;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的课多采用“认识构造、原理、方
法——分步操作——反复练习”的结构。



4、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与生活生产社会的系。

5、注意发展儿童智力、培养能力。

6、注意与其它年级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
赛促学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五

本学期执教五年级三个班的音乐课，学生均属农村孩子，部
分学生学过乐理知识，唱歌的状态、音色较好，这些学生对
音乐的兴趣很浓。大多数学生唱歌音准不好，连音乐知识、
音乐技能、视谱都不会，这些学生对音乐课虽喜欢，但总是
不遵守纪律所以基础薄弱。教师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充分激发这些学生学习音乐，爱好音乐的兴趣，对他们要多
鼓励多表现，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培养他们的感情。

1、学生能够运用正确的姿势和呼吸方法来演唱歌曲;



2、学生初步掌握正确的练声方法;

3、欣赏一些小型的器乐曲，掌握音乐欣赏知识，并能培养学
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4、通过“拍拍敲敲”、“听听想想”、“唱一唱”等练习，
提高学生的乐感和节奏感;

5、通过集体舞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6、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美育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
素质。

1、指导学生学习正确的坐姿、唱姿，以及合理的发声练习
曲;

2、注重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知识训练，指导学生有
感情地歌唱;

3、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了解歌曲的情绪，并能用正确的情绪来
演唱不同的歌曲。

4、每节唱歌课给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练习，教师正确处理、
引导;

6、通过律动以及集体舞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乐感，
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

7、在综合课、唱歌课、欣赏课、器乐课、歌舞游戏课中渗透
德育，深化教育改革;

9、以素质教育为本，不断提高音乐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并
落实于教学，充分发挥音乐课益智、促体、辅德的功能。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六

一、教材内容概要：

本册教材由“生物与环境”、“光”、“地球表面及其变
化”、“运动和力”四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含8个教学活动，
原则上每个教学活动的时间为1课时，共约32课时，再加上弹
性内容和复习检测约20课时，本学期授课时间约为52课时。

《生物与环境》单元从内容上分三个部分：通过“绿豆种子
发芽和生长”、“蚯蚓的选择”研究生物的生存和非生物环
境的关系。第二部分引导学生观察分析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
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并通过对生态瓶的制作、观察，探究生
态系统中生物和生物、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三
部分内容，是把以上认识拓展到自然界，通过典型事例的分
析，认识到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光》单元首先引导学生们观察光的传播(直线传播和反射)
特点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接着指导学生认识许多光源
在发光的时候也在发热，太阳是地球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阳
光下物体得到的热与受到的光照强弱有关系，也与物体本身
的性质有关系。最后通过制作太阳能热水器综合运用相关知
识。

《地球表面及其变化》单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
识地球表面总的地形概貌，以及河流、海洋、山脉、高原等
地形及特点;二是地形地貌变化及发生原因。让学生知道是地
球内部的运动，是太阳、流水、风、冰川、波浪等自然力共
同作用形成和重塑了地球的外表。

《运动和力》单元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了解重力、
弹力、反冲力，让学生用这些力作动力使小车运动起来，并
研究动力的大小与小车运动的关系。第二部分学习测量力的
大小，认识力的单位，为研究摩擦力大小做好技能准备。第



三部分认识摩擦力，研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一些因素，研究
摩擦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第四部分动手实践，设计和制作
一个小车。

二、本册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经历更为完整的探究过程。

2、在理解探究以及培养探究技能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具体包
括：强调实验前后的推测、解释要有充分的依据;进一步掌握
控制变量实验的技能，并学习实际控制变量实验;运用模拟实
验探究自然事物发生的原因、变化及规律。

3、面临几次较长期的观察研究活动：能用线条、符号、图画、
文字等方式记录观察现象，用柱状图、折线图处理数据，并
认识到重复实验的意义。

三、主要材料清单：

1、第一单元“生物与环境”：

放大镜、绿豆种子、塑料种植盒(杯)、塑料调羹、纸巾、水
桶、滴管、大头针或剪刀，蚯蚓、土壤、长方形木盒或塑料
盒。

做生态瓶的容器(每组一个，可以是大的饮料瓶或色拉油桶)、
沙子和小石子、小铲、漏网等工具，大玻璃水箱(每班一个)、
小鱼若干，水草若干。

2、第二单元“光”：

手电筒、小长方体、纸屏，简易的日影观测仪，在同一位置
打孔的长方形卡纸、空心弯管和直管，小镜子、制作简易潜
望镜的材料。



小镜子、凹面镜、凸透镜，白色纸、粉色纸、黑色纸、黑色
蜡光纸、铝箔纸对折做成纸袋，温度计。

制作简易太阳能热水器的材料(纸盒、泡沫塑料或棉花、能装
水的塑料袋或短一点的饮料瓶、玻璃片或塑料薄膜、盒盖、
黑色纸、镜子或锡箔纸)。

3、第三单元“地球表面及其变化”：

风景照片、中国和世界地形图(或地形地球仪)，地震、火山
地貌的照片或多媒体课件。

五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七

五年级大多数学生喜欢上音乐课，但是不喜欢学习乐理知识，
误认为音乐课就是唱歌课。还有的同学讨厌教师教谱，多数
学生虽然对歌唱发声、节奏、律动、乐器演奏、音高听辨、
节奏与旋律的排列有初步的理解。但是对音乐的乐理知识缺
乏正确的认识，学习乐理知识的积极性不高。因此，本期可
多鼓励他们参与音乐课堂实践活动，以此来培养他们对音乐
理论学习的兴趣。

本册教学内容分为知识与技能、聆听、演唱三部分，其中：

知识与技能内容包括：变拍子 前倚音 3/8拍 6/8拍 萨克斯
管

1．知识目标：认识八三、八六拍子及其强弱规律和指挥图式、
认识变拍子、倚音下滑音。

2．能力目标：学生通过学习歌曲，学会用正确的口形，呼吸
及连音、断音的演唱方法演唱，学会二部合唱，做到声部间
的和谐，均衡，看得懂简单的指挥手势。通过欣赏，了解几
种常见的演奏形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速度，力度，节奏、



节拍、音色、音区的感知能力，培养他们的音乐想象力和联
想能力。认识了解音乐家格里格、肖邦、黄自。通过乐器的
训练，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演奏姿势与方法，培养一定的齐奏、
合奏及伴奏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音乐教学，突出其学科的特点，把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透到音色教育中，启迪智慧，培养
合作意识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4．质量目标：通过学习能掌握教材规定的简单的乐理知识和
音乐技能，掌握简单的视谱能力，能够完整的演唱歌曲。

1．在气息的控制下，力求做到声音位置的统一。

2．认识八三、八六拍子及其强弱规律和指挥图式、认识变拍
子、倚音下滑音。

3．视唱在c 、g、f调号上的自然大、小调音阶，中国传统五声
调式音式。

1．在扩展音域中，谨慎地扩展低声区音域在二声部合唱中，
力求做到咬字，吐字的连贯流畅，音色的丰满，圆润，声部
的和谐统一。

2．学习弱起节奏和不完全小节的唱法。

1、教改专题：如何培养小学五年级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2、方法措施

（1）以音乐的美感来陶冶学生，感染学生

（2）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培养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



（3）注重个性发展，建立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
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乐。”小学低年级的音乐
教学是整个音乐教育的基础。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针对低年
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材施教，还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
提高个人音乐素养，让更多更新颖的教学方法走进课堂，让
四十分钟更加有声有色，这样才能使学生对音乐课产生浓厚
的兴趣。

1．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音乐欣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爱好，开
拓学生的视野，并了解一些音乐知识。

2．指导学生学习正确的坐姿、唱姿，以及合理的发声练习曲；
注重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知识训练，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歌唱。

3．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了解歌曲的情绪，并能用正确的情绪来
演唱不同的歌曲。

4．每节唱歌课给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练习，教师正确处理、
引导。

5．利用多媒体开展教育活动，使学生参与耳、眼感官，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堂生活，开拓音乐视野。

6．通过律动以及集体舞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乐感，
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

7．在综合课、唱歌课、欣赏课、器乐课、歌舞唱游课中渗透
德育，深化教育改革。

8．以素质教育为本，不断提高音乐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并
落实于教学，充分发挥音乐课益智、促体、辅德的功能。



周次 教学内容 备 注

第1周 第1课：知识与技能变拍子聆听《山童》演唱《校园的
早晨》

第2周第1课：聆听《飞来的花瓣》

演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第3周 第2课：知识与技能前倚音聆听《森林的歌声》演唱
《花蛤蟆》

第4周 第2课：知识与技能3/8拍 聆听《雷鸣电闪波尔卡》演唱
《小青蛙，你唱吧》

第5周 第3课：聆听《歌唱二小放牛郎》 演唱《送别》

第6周 国庆放假

第7周 第3课： 聆听《雨花石》演唱《我怎样长大》

第8周 第4课：聆听《晨景》古筝独奏《渔舟唱晚》演唱《清
晨》合唱《晚风》

第9周 第4课：知识与技能6/8拍 聆听《渔舟唱晚》演唱《晚
风》

第10周第5课：知识与技能萨克斯管聆听《回家》演唱 《外
婆的澎湖湾》

第11周第5课：聆听《可爱的家》演唱《牧场上的家》

第12周第6课：聆听《打字机》演唱《卡普里岛》

第13周第6课：聆听《土耳其进行曲》演唱《苹果丰收》



第14周第7课：聆听《春节序曲》演唱《平安夜》

第15周第7课：聆听《乘雪橇》演唱《铃儿响叮当》

第20周 考核

第1课：知识与技能：变拍子

聆听：合唱《山童》合唱《飞来的花瓣》

演唱：齐唱《校园的早晨》齐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2
课时

第2课：知识与技能：前倚音 3/8拍

聆听：器乐曲《森林的歌声》管弦乐《雷鸣电闪波尔卡》

演唱：齐唱《花蛤蟆》领唱、齐唱《小青蛙，你唱吧》 3课
时

第3课：聆听：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独唱《雨花石》

演唱：齐唱、合唱《送别》齐唱、合唱《我怎样长大》3课时

第4课：知识与技能：6/8拍

聆听：管弦乐《晨景》古筝独奏《渔舟唱晚》

演唱：齐唱《清晨》合唱《晚风》2课时

第5课：知识与技能：萨克斯管

聆听：萨克斯管独奏《回家》管弦乐、独唱《可爱的家》

演唱：齐唱《外婆的澎湖湾》齐唱《牧场上的家》2课时



第6课：聆听：管弦乐《打字机》钢琴独奏《土耳其进行曲》

演唱：齐唱《卡普里岛》齐唱、合唱《苹果丰收》2 课时

第7课：聆听：管弦乐《春节序曲》管弦乐《乘雪橇》

演唱：合唱《平安夜》合唱《铃儿响叮当》3课时

五周 音乐宫

八周 小小音乐会

十八周春节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