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音乐教案万能(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音乐教案万能篇一

1．会认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蜜蜂、检查”
等词语。

2.默读课文，能梳理并按顺序说出实验过程，感受法布尔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3.运用多种形式，体会课文用词的准确。

1.运用多种方式，体会课文用词的准确。

2.能梳理并按顺序说出实验过程，感受法布尔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揭示课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领略了植物王国的奇妙，这节课我们将
走进昆虫世界，探究昆虫世界的奥秘。今天我们的探究对象
是蜜蜂。（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初读读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标注自然段序号。圈画生字，读准字音。



2.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卡，多种形式认读。（单个读，齐读，男、女
生接读等）

（2）学习生字。

（3）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4）这篇课文写了什么内容？（作者听说蜜蜂有辨认方向的
能力，亲自捉了二十只左右的蜜蜂，做了记号，放在纸袋里，
带到四公里之外放飞，结果至少有十五只蜜蜂飞了回来。作
者由此得出结论：蜜蜂能飞回来，靠的不是超常的记忆力，
而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本能。）

（5）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记叙的？（实验的目的-实验的过程-
实验的结果）

（6）辨析：实验与试验的区别。（试验指为了解某物的性能
或某事的结果而进行的尝试性活动；实验是设计来检验一个
理论或证实一种假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

3.指名读课文第1自然段。

4.法布尔在听说了蜜蜂有辨认方向的能力后是怎么做的呢?
（我想做个实验）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说明他不盲信,讲究
事实,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

5.过渡：作者是如何做这个实验的呢？实验的结果又是怎样
的呢？下节课我们再共同学习。

三、书写指导

1.（课件出示田字格里的生字）你认为这些生字中有哪些是
容易写错的？



2.学生互相交流怎样写好这些字。（教师重点指导：“蜜
蜂”不要写成“密峰”；注意“辨”与“辩、瓣、辫”的区
别。）

3.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请大家默读课文，说一说：法布尔做了一项什么实验？这次
实验是怎样进行的？结果如何？（自由举手回答）这节课我
们继续学习。

二、细读感悟，经历探究

1.法布尔是怎么做实验的呢?请大家默读课文第2自然段,用笔
画一画他做实验的句子。（捉蜜蜂、放纸袋、做记号、四公
里外、放蜜蜂）

2.引导学生用“先……接着……然后……最后……”来说一
说实验过程，同桌互相补充。

3.质疑探究。

（1）法布尔为什么在放飞的蜜蜂背上做了白色的记号？（为
了证实飞回来的蜜蜂是他放出去的）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
什么呢？（法布尔还让自己的女儿在蜂窝旁边等着，这样就
可以准确的知道蜜蜂是什么时候飞回来的）

（2）从法布尔的做法中你想到了什么？（做实验应该考虑细
致周到，这样才会得到科学的结论）

（3）法布尔来到陌生的地方放飞蜜蜂时，看见它们飞得很低，
几乎要触到地面。假如你是法布尔，看到这个情景，你会怎



样推测？（学生自由发言，教师评议）

（4）放飞了蜜蜂后,“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它们
飞得这么低，怎么能看到遥远的家呢？）为什么“我”会这
样推测呢?(同桌互相讨论)

（5）从这里你体会到了什么?(法布尔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4.再次默读第2自然段,想一想,文中的实验步骤任意去掉一个
行吗？小组讨论，然后全班汇报。(体会法布尔严谨的科学态
度)

三、细读感悟，探究结果

1.学习第3—4自然段。思考：实验的结果怎样？这些蜜蜂能
回到它们的家吗？

（1）作者认为蜜蜂能回来吗？（不能）你从什么地方读出来
的？（在回家的路上，“我”推测蜜蜂可能找不到家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推测？（这时候刮起了狂风，蜜蜂飞得
很低，“我”想，它们不能看到遥远的家。）

（2）第一批回来了几只蜜蜂？（两只）这么长的路途，它们
用了多少时间？（三刻钟，一刻钟是十五分钟）

（3）小女儿看见“我”回来了，她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
兴奋）如果此时你看到这两只归来的蜜蜂，你是什么心情？
会对它们说些什么？带着自己的感受读第3—4自然段。

2．学习第5—7自然段。思考：第二天，法布尔在检查蜂窝的
时候，又发现了什么？（十五只身上有白色记号的蜜蜂）这
样，至少有十五只蜜蜂没有迷失方向，准确无误地回了家。

（1）蜜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飞回来的呢？（出示相关句子，



教师总结：逆风而飞，沿途都是陌生的景物。）

（2）学生朗读课文第7自然段。（体会作者对蜜蜂的赞叹）

3.学习第8自然段。默读课文。

（1）法布尔通过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学生讨论：法布尔
证明蜜蜂确实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但靠的不是超常的记忆力。
）学生自由交流，教师小结：沿途都是陌生的景物，蜜蜂并
不熟悉，而且它们被闷在纸袋里走了四公里路，也根本看不
到周围的景物。

（2）思考：蜜蜂能辨认方向，靠的是什么呢？（生讨论，师
总结：法布尔还不知道原因，所以说靠的是一种无法解释的
本能。）

（3）你们同意法布尔的这个结论吗？请结合他做实验的方法，
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向法布尔学习什么？（学习法布尔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四、再思导疑，再激兴趣

1.你认为将来这个“无法解释的本能”会有科学的解释吗？
（师小结：相信法布尔和其他科学家一定会不断地去研究、
观察，解开其中的秘密的。）

2.谁能说说从今天的学习中，你得到了哪些启发？（做事严
谨，实事求是）

五、拓展训练

其实蜜蜂身上还有好多小秘密和知识等着爱思考、细心观察
的孩子去发现呢，让我们一起到书籍中、生活中，用我们的
实践和智慧来解开谜团吧。



14.蜜蜂

实验目的：验证蜜蜂是否有辨认方向的能力。

实验步骤：把二十只左右的蜜蜂闷在纸袋里带出四公里做上
记号放出，让小女儿在蜂房旁等着。

实验结论：蜜蜂靠的不是超常的记忆力，而是一种我无法解
释的本能。

这节课我先让学生归纳实验的几个步骤，从实验步骤的重要
性来引导学生推论法布尔是一个细心、严谨的人。我在让学
生了解了实验步骤后，又创设了一个开放型问题，引发了学
生的独特思考，给出了有创造力和个性化的答案。在这堂课
上，我真实感受到了：只有放飞学生的个性，才能使课堂灵
动起来。

小学音乐教案万能篇二

（展示课本第二页问题探讨）

?师生共答】图1是血细胞，生活在血浆当中。图2是草履虫，
是单细胞生物，直接生活在水环境当中，从水获取营养物质
并把代谢废物排入水中。

?教师讲述】血浆大部分是水环境，也就是说血细胞也生活在
水当中。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细胞生物的
细胞还是多细胞生物的细胞都是生活在水中的。

?设问】那我们知道人体也是由细胞构成，人体内的细胞是否
也生活在水环境中呢？

?学生阅读】大家看课本p2相关信息，成年男性含水60%。成
年女性含水50%。教师讲述：曹雪芹曾经说过女人是水做的。



从这则资料看来男人更是水做的。也就是人体内含水量特别
的多。因此我们把人体以水为基础的液体成为体液。

?师生共答】我们又根据体液分布的位置不同又把体液分为细
胞内液和细胞外液。

?教师提问】血液是不是体液呢？

（展示血液组成成分）

?教师讲述】血液包括血细胞和血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我们
称为血浆，简述细胞外液的概念。

?学生讨论回答】血液不是体液，血细胞内的液体和血浆是体
液，血浆是细胞外液。

?教师强调】血浆存在于血细胞外，所以血浆是属于细胞外液。
血浆就构成了血细胞生存的直接环境。

（展示课本p3图1—1）

?教师讲述】红色和蓝色管是血管，内有血液，其中红色的是
动脉毛细血管，蓝色的是静脉毛细血管。绿色的管为毛细淋
巴管，管内有淋巴细胞和吞噬细胞以及淋巴液，淋巴就是他
们的直接生活环境。管外的细胞为组织细胞，在细胞于细胞
之间存在一些间隙，在这间隙中也充满着液体成为组织间隙
液又称为组织液。组织液就构成组织细胞的直接生活环境。

?教师提问】通过以上的讲解，血浆、组织液、淋巴这些是不
是细胞外液？

?教师讲述】血浆、组织液、淋巴这些都是细胞外液，构成了
细胞生活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与我们人体周围的这个环境
有很大的区别，细胞生活的直接环境是以水为基础的液体，



细胞生活的环境在体内，所以我们把细胞生存的环境称为内
环境。

?教师提问】大家考虑一下细胞外液和内环境是否相同？

?师生共答】是相同的，都是细胞生存的液体环境。

?教师提问】血浆中水是怎样进入细胞，细胞代谢产生的水又
是怎样进入血浆？通过课本p3图1—1简述三种细胞外液的关
系。

?师生共同总结】血浆﹑组织液和淋巴(内环境)之间的关系

小学音乐教案万能篇三

1、在欣赏的基础上，继续了解粉印版画的制作过程，对版画
活动产生兴趣。

2、尝试制作粉印版画，初步掌握粉印版画的操作方法，体验
创作的快乐。

3、用正确的姿势握铅笔和水粉笔，学习在调色盘上调颜色的
方法。

4、能理解底色，会注意底色和纹样之间的冷暖对比。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1、幼儿已熟悉粉印版画的操作材料。

2、课件：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系列作品。

3、粉印版画的操作材料人手一份：水粉笔，调色盘，作业纸，
5b铅笔等。



4、小组共用的材料：装有颜料的调色盘两个，抹布两块，桌
布，水罐。

1、出示粉印版画的工具材料，帮助幼儿回忆材料使用的规则。

(2)教师：共用的颜料怎么调到自己的调色盘里? (用水粉笔
当小勺挖一点放在自己的调色盘里)换颜色的时候先要干什
么? (洗笔)2、欣赏蒙德里安作品《红黄蓝构成》，引出"格
子布"的创作话题。

(1)教师：这幅画给你什么感觉?猜猜，可能画了什么?像什
么?

(2)教师：画家在画格子布的时候用了哪些颜色?这些颜色是
怎么搭配在一起的?

3、幼儿进行粉印版画创作活动。

(1)重点：学习用5b铅笔在吹塑纸上画格子布;沿铅笔轮廓线
在吹塑纸上涂上水粉颜料;换颜色的时候用抹布把笔上的颜料
擦干净;学习用压一压、抹一抹的方法印制粉印版硎。

(2)难点：掌握用笔的轻重(不能把吹翅纸画破，也不能太轻
看不出印痕);颜料涂在轮廓线上的时候要用铅笔再勾画下。

要点提示：

(1)由于是抽象画欣赏和创作，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和
表达，并不一定非要像"格子布"。

(2)帮助幼儿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感受吹塑纸柔软、厚实的质
感和5b铅笔粗粗深深的划痕。

4.相互欣赏粉印版画作品，交流在制作过程中的体会。



(1)教师：看看谁的格子布印得比较清楚，相互介绍一下好的
方法。

(2)教师：你在画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

日常活动 师幼共同欣赏幼儿的粉印版画作品，交流在制作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发现的好方法。

角活动 美术区：展示幼儿第一次的粉印版画作品，激发幼儿
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家园共育请爸爸妈妈来园欣赏幼儿的第一次版画作品，增进
家园交流。

小学音乐教案万能篇四

艺术改变人生，选择决定未来，在您快乐的音乐学习之路上，
天音琴行将是您永远的朋友。

天音琴行以“专业的音乐教育、专业的乐器销售”为宗旨，
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最好的音乐教育和乐
器销售服务，倾力打造天祝音乐艺术第一品牌。

我行长期经销各类高中低档乐器、音响设备、演出用品，我
们本着“质量第一，诚信至上”的经营理念，将以上乘的质
量、优惠的价格、周到的服务、专业的指导为您服务，热忱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光临选购。

琴行主要经营的乐器品种有：钢琴、电子琴、电钢琴、手风
琴、民谣吉他、电吉他、电贝司、架子鼓、二胡、板胡、笛
子、古筝、葫芦丝、萧、小号、萨克斯、黑管、小提琴、口
琴、口风琴、乐器音箱等。

专业就是实力，实力就是质量。相约天音琴行，圆您音乐之



梦。

小学音乐教案万能篇五

1、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读懂课文，了解文中所介绍的建筑的布局及其功用。

3、了解作者的介绍顺序，体会关键句子在文中所起的作用。

4、正解、流利地朗读课文。

1、整体把握文意，划分结构层次，理请本文说明顺序；

2、重点研讨太和殿相关段落，体会文章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的写作特色，揣摩语言，理解太和殿里作者描绘多姿多彩的
龙的用意。

理清本文说明顺序，揣摩语言，理解太和殿里作者描绘多姿
多彩的龙的用意。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1、组织谈话：对于北京的名胜古迹，你们都有哪些了解？

2、教师小结、导入：北京是一座文明古城，有着光辉灿烂的
历史与文化。今天，我们就来阅读一篇介绍北京故宫的文章，
通过文字的描述，去感受这明清两代的皇宫的壮丽与辉煌。

3、播放课件，展示故宫的辉煌建筑艺术，给学生以视觉上的
冲击。

4、板书课题：故宫



二、识字学词，读通课文

1、教师出示文中的生字词，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认读，评议正音。

（2）重点强调读准音节。

（3）理解词语

玲珑矗立湛蓝缭绕永恒

2、逐段开火车读课文

3、找出文中比较难读的段落，再练习正确、流利地读读。

三、整体感知，了解顺序

1、指名反馈分段情况，全班交流。

第一部分（第1、2自然段）：概括介绍故宫的悠久历史与宏
大规模。

第二部分（第3~10自然段）：具体介绍的各个建筑。

第三部分（第11自然段）：总结全文，故宫是永恒的文化殿
堂。

2、学生认真阅读课文第二部分的内容，圈出各个自然段所介
绍的建筑，并用“——”画出表示地点转换的语句，说说作
者的介绍顺序。

3、小组派代表反馈，全班交流。

（1）作者是按照参观浏览的顺序



从南到北来介绍故宫建筑的。

（2）具体顺序如下：

四、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对于故宫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作者按照参观
游览的顺序，为我们作了有序的介绍，读起来感觉仿佛有一
位向导在带领我们参加故宫一样。看来介绍一个物体必须按
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这样文章才显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五、布置作业

1、书写本课生字新词。

2、熟读课文，查阅有关资料，加深理解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