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精选11篇)
小学教案是教师针对小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科特点编写的一
种教学计划和指导材料，旨在提供系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
法。以下是一些优秀教师分享的教案模板，这些范例具有参
考价值和启迪作用。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一

1、学生能从音乐中领略江南风情，感受江南音乐的风格特点，
知道音乐来源于生活。

2、能用自然甜美的歌声演唱歌曲，准确把握歌曲中一字多音、
附点节奏等难点，并能尝试用苏州方言来演唱歌曲。

3、通过对江苏民歌的欣赏，激发学生对江苏民歌的热爱，培
养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真挚感情。

教学重点：

试着用苏州方言来表现歌曲委婉细腻、柔美抒情的特点。

教学难点：

唱准歌曲中的一字多音和附点节奏。

教学过程：

听音乐、谈感受

静静聆听乐曲。

师生相互交流谈感受。



揭课题、赏美景

1、播放相关江南风景的画面，让学生欣赏。

小桥流水、粉墙瓦黛，充满诗意的江南使人流连忘返，引得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题词作赋，更引得众多音乐人为它醉人
的风景而谱曲歌唱。刚才那首悠扬委婉的古筝旋律配上歌词
会是什么感觉呢?下面就请同学们欣赏江苏民歌《姑苏风光》。

2、出示歌名。

借媒体、长知识

1、聆听歌曲演唱。

2、让学生说说歌曲的情绪?语言?

3、出示歌曲介绍。(大九连环码头调)

整首《大九连环》是用五首江南流行的时调联结而成，歌唱
了江南名胜苏州一年十二个月的美妙景致和民俗风情。老师
把其中的一首序引歌曲《姑苏风光》介绍给你们。

学歌唱、练技能

1、出示歌谱。

同学们在聆听演唱时，注意看一下歌谱有什么音乐特点?

2、聆听歌曲演唱。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字多音、附点节奏是这首歌的最
大特点，而其中一字多音是歌曲学唱的难点所在，请同学们
再次听赏歌曲演唱时，注意仔细聆听一字多音处的演唱。



教师用苏州方言带着学生读一下歌词。

6、教师弹琴，分句用范唱让学生跟着学唱。

7、学生随教师的范唱分句学唱。

8、把学生歌曲学唱中的难点提出来进行练习演唱。

9、指导学生完整地跟琴演唱。

10、随歌曲伴奏师生合作演唱歌曲。

五、用对比、找特色

1、听赏普通话版的《姑苏风光》。

2、让学生说说与苏州方言的不同。

与标准的普通话相比，细腻柔和的苏州方言更能表现这首歌
曲的委婉甜美，抒情幽雅。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二

教学过程：

一、导入歌曲：

1、教师讲解澎湖湾的历史与地理位置的基本概况，并对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

澎湖湾处于台湾海峡，靠近台湾。由于历史等的原因，现在
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但它是我国神圣的领土，不容侵犯。澎
湖湾，美丽的澎湖湾，它时刻与祖国同呼吸、血脉相连。通
过对歌曲的演唱，抒发了对祖国美好河山的赞美之情。



2、师简介歌手叶佳修创作《外婆的澎湖湾》背景。

音乐人叶佳修在唱片公司安排下认识潘安邦，知道潘安邦童
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的故事，为他写下这首歌，潘安邦
当天立刻用公用电话，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到澎湖给外婆。
《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背后藏著许多潘安邦与外婆的祖孙
故事，这首歌，俨然成了澎湖观光的代言歌曲，它已经传唱
将近30年，这首歌也是歌手潘安邦主唱的成名作，是民歌手
叶佳修第一次为别人填词谱的歌，结果一炮而红，直到现在
这首歌旋律一响起，许多四、五、六年级生，甚至七、八年
级生都能跟著哼唱，连对岸大陆的民众也会唱，足见它跨越
世代与地区的魅力。

3、下面，我们来学习一首与美丽澎湖湾有关的歌曲《外婆的
澎湖湾》

二、教唱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1、《外婆的澎湖湾》是一首校园歌曲，又是一首曲调优美抒
情的歌曲，g调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4拍。它以充满激
情的抒怀笔调表达了对美丽的外婆澎湖可爱家园的赞美之情，
同时也勾起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想。歌曲为宫调式，二段
体结构。歌曲第一部分从低音区缓缓进入，曲调平稳，第3小
结的六度跳进使歌曲富有动感，让人们联想到漫步走在童年
时熟悉的沙滩，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场景，心潮起伏，
浮想联翩，抒发了对美丽家园的赞美之情。

2、乐理知识：“‖：„„：‖”为重复符号，“︵”为连音线
符号，

“=—=”为切分音符号。

3、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歌词并思考这首歌曲的歌词美在哪?



4、学生倾听范唱带，思考用什么情绪去演唱?

(师用录音机播放磁带)

5、学生跟范唱带学唱一遍，师提出要求，在学唱过程中教难
部分用笔勾出来。

(师用录音机播放磁带)

6、学生跟电子琴慢速学唱歌曲，难点地方切分音重点联练习。

7、学生完整地跟电子琴唱一遍，个别学生提出不会的地方单
独练习。

8、学生跟范唱带有感情地唱一遍。

(师用录音机播放磁带)

9、师有感情范唱歌曲第一遍，第二遍师生共同演唱。(师弹
电子琴)

10、学生分组合唱歌曲，师要求做到各组之间配合默契，声
音均衡。(第一组

唱歌词第一部、第二组唱歌词第二部、第三组唱歌词最后一
部、)

三、表现歌曲：

1、分男女组比赛，每组推选四名同学演唱(音乐伴奏)歌曲。

2、师生共同点评表扬。

3、让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师生再次共同演唱歌曲。



四、总结歌曲：

这首歌曲是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抒发了对美丽的澎湖湾可爱的
家园赞美之情，也

勾起童年美好时光的怀想，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学习这首歌
曲，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三

交响曲《伏尔塔瓦河》。

掌握《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听辨西洋乐器；启发学生
形象思维；了解捷克和伏尔塔瓦河(音乐与相关文化)。

掌握《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体会主题旋律中所蕴含的
深厚爱国热情。

听辨乐曲中不同乐器的音色。

1、导入：

在上一课，欣赏了四首以歌颂祖国为题材的中国歌曲，这节
课欣赏一首以歌颂祖国为题材的外国交响乐作品，体会一下
器乐曲表达情感、形象的不同特点。

2、介绍捷克和伏尔塔瓦河。

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叫捷克，捷克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是伏尔塔
瓦河。(出示地图)

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是一部大赞美祖国
的音乐作品。(出示斯美塔那的画像，简介交响套曲和《我的
祖国》。)



其中的第二曲《伏尔塔瓦河》是最的，它的主题旋律优美、
宽广，形象地描绘了伏尔塔瓦河，充满了对它的歌颂和赞美。

3、欣赏主题旋律(摘录乐曲中的主题旋律)。请同学们跟随录
音，看着乐谱哼唱。

4、介绍乐曲内容，分段听赏。启发学生感知在这个作品中典
型的音乐形象是以什么乐器表现的。?如伏尔塔瓦河的源
头——小溪是以长笛和单簧管等表现的；伏尔塔瓦河的主题
旋律是以小提琴为主表现的等等。

介绍每段中的主要乐器，引导学生听辨乐器音色。

(1)、伏尔塔瓦河的源头1源头2长笛、单簧管，后弦乐器加入，
大提琴音色明显。

(2)、伏尔塔瓦河主题旋律：小提琴为主，还有管乐、三角铁
等。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四

1、知识与技能：能够感受、体验《八骏马》的音乐情绪，听
辨广东音乐及福建南曲乐队中的主要乐器，初步认识这两种
音乐体裁的音乐风格。

2、过程与方法：通过聆听感受乐曲的风格特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喜欢聆听广东音乐及福建南曲，并对
与其相关的音乐文化感兴趣。

聆听感受歌曲。

体验《八骏马》的音乐情绪。



教学光盘、钢琴等乐器、课件。

聆听，引导等方法。

情境诱导式，体验感受式。

师：同学们，我们唱过很多歌曲也听过很多音乐，大家能说
说有哪些乐曲是表现动物的？

师：那同学们大家知道有哪个曲子是表现马的吗？

（学生讨论回答）

师：很好，就是《赤兔嘶风》，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马奔
跑的图片。

师：同学们看了马奔跑的'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1、讲述《八骏马》，及其演奏乐器与形式。

“八骏”为周穆王之良马。周穆王曾乘之以周游天下。后世
的许多艺术家都曾用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福建南曲中有名为
《八骏马》的著名乐曲。《八骏马》为循环体结构，整理后
的乐曲还具有变奏的因素。

2、福建南曲又名“福建南音”、“南乐”、“南管”、“管
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它与古代的歌舞音乐、
词曲音乐、戏曲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这些音乐融合了当地的民间音乐，逐步地形成了这个乐种。
南曲包括了“指”、“谱”、“曲”三大部分。“指”是一
种套曲；“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曲”是有唱词的散
曲，只唱不说。南曲的演奏形式有“上四管”、“下四管”
之分。上四管以洞箫为主，叫做“洞管”；以笛子为主的叫做
“品管”。



《赤兔嘶风》是《八骏马》这套乐曲的组曲之一，以采用洞
管的形式演奏。它使用的乐器有：洞箫、二弦（一种拉弦乐
器）、琵琶、三弦、拍板等。

3、欣赏《赤兔嘶风》并提问。

师：同学们，你们欣赏完《赤兔嘶风》，能跟老师说说你们
的感受吗？

4、老师用琵琶弹奏《赤兔嘶风》中的马嘶声，以及马蹄声。

学习马蹄声的节奏，老师用大小木鱼来示范。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了一节与平时不一样的南音课。欣赏了
中国唯一表现马的南音曲子《八骏马》的选曲《赤兔嘶风》，
又学会了马蹄声的节奏，大家觉得开心吗？平时我们都在演
唱，今天我们却用耳朵去听，这说明南音不仅宜唱，更怡人。

在课后查阅相关资料。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五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歌曲和欣赏曲，领悟
“保护环境、关爱地球、热爱大自然”这一人类共同主题，
增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热爱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欣赏《日出》，感受、体验单
簧管、英国管、长笛所代表的音乐形象以及单个乐器和乐队
和奏所带来不同效果。在聆听音乐时想象音乐所表现的意境
美。

（3）、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有关组曲的知识，了解音乐能
够表现自然界的美景。



聆听音乐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

标题性作品的特点。

启发学生“聆听音乐，发挥想像”。这首乐曲都是标题性作
品，富于描写性。教师在开始时仅提出一个大概的命题和提
示，让学生在聆听音乐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倾听之后谈
谈自己所想像的“画面”，允许、鼓励发表独立的见解。这
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组织教学

师生互相问好，开始上课。

二、导入课

师：听一段音乐片段（日出的主题音乐），谈谈你对这段音
乐的感受。音乐在描写什么？

三、新课教学

师：同学们说的很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作曲家格罗非
创作于1931年《大峡谷组曲》第一乐章《日出》的主题音乐。

1、背景资料。

大峡谷是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河中游的游览胜地，
峡谷长350公里，深600至1800米，宽8至25公里，河谷的谷底
宽度不足1公里，两侧谷壁呈阶梯状。1919年被辟为国家公园。
大峡谷的景观宏伟雄壮，气势磅礴。

《大峡谷组曲》全曲分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日出》、第二
乐章《赤色的。沙漠》、第三乐章《羊肠小道》、第四乐章
《日落》、第五乐章《暴风雨》。



2、唱主旋律。

师：下面我们把日出的主旋律再来熟练一下。

学生来一句句的跟唱。边唱边划拍。再完整一遍结束。

3、师：完整欣赏一遍作品。同时边听边思考：请同学们想象
一下大峡谷日出升起是一种什么景象？（壮观、美丽）

四、分段欣赏乐曲

师：下面来分段欣赏。首先欣赏的是引子部分。要注意听出
现的每一种突出的乐器是什么？

1、引子（先将引子部分完整听一遍）。

师：思考：这部分音乐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或想法？

师：音乐在表现大峡谷的什么景象？（宁静、空旷）用什么
乐器？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六

1、通过欣赏，了解音乐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能够听辨民乐合
奏中

主要乐器的音色。

2、训练打击合奏与节奏律动的能力

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引导学生进行以即兴式自由发挥为主要
特点的

探究与创造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走进音乐、喜爱音乐，养成鉴赏音乐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欣赏，感受音乐

教学难点：学生即兴创作打击乐合奏及根据音乐创设情景。

教学准备：录音机、磁带、部分打击乐器

学生自带打击乐器（自制）

一、赏析揭题

目的：创设气氛揭题，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要求：学生充分发挥想象

方法：欣赏、讨论、评说

课前准备：展示美术画《秋景》，欣赏音乐《庆丰收》

（一）组织教学、课堂礼仪，形成良好文明的教学气氛

（二）学生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进行讨论，谈自己听到
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三）根据学生的回答，直接导入新课，揭示主题“秋”

（四）揭示本课的学习目标：

1、了解音乐形式的多样性，能辨民乐合奏中主要乐器的音乐。

2、训练打击乐合奏与节奏律动的能力



3、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能进行以即兴式自由发挥为主要特点
的探究与创造活动。

二、欣赏曲目《丰收锣鼓》

目的：着重于培养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

要求：学生将音乐与社会生活联系

方法：欣赏、讨论、表现音乐

教学过程：1、欣赏乐曲《丰收锣鼓》（第一遍）

方法：(1)引导学生结合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欣赏

（2）能否听出乐曲的音乐结构

（3） 试着找出乐曲中的两段无旋律的民乐打击乐合奏片断，
并设计一幅与音乐情景相符的活动场面。

2、第二遍欣赏

方法：(1)学生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结合自己的特长，用
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音乐。

（2）让有兴趣的学生进行锣鼓模仿打击，其余学生用自制的
打

击乐器进行合奏，让学生从鼓乐声中切身体会农民丰收的喜
悦之情。

三、总结：

1、由学生谈体会



2、评出最佳表演组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七

欣赏《德涅泊尔河掀起了怒涛》、《阿尔卑斯牧场》、《丰
收之歌》、《玛莱卡莱》、《弗拉门戈舞曲》、《玛组卡》、
《霍拉舞曲》、《苏格兰风笛》。

通过欣赏乌克兰民歌《德涅泊尔河掀起了怒涛》、瑞士民歌
《阿尔卑斯牧场》、丹麦民歌《丰收之歌》、意大利民歌
《玛莱卡莱》、与西班牙《弗拉门戈舞曲》以及苏格兰风笛
曲，体味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意蕴与不同的风
土人情，培养青少年对不同文化尊重和热爱的品格。

1、通过复习演唱上一节课《乡村花园》，吧学生带回欧洲音
乐的氛围中来，从主动演唱到主动聆听，进入到较深层次的
感受音乐。

2、听赏歌曲《德涅泊尔河掀起了怒涛》。

3、《阿尔卑斯牧场》。

（1）用提问与讲解了解瑞士民族音乐以及阿尔卑斯风土人情。

（2）分析《阿尔卑斯牧场》的调式、调性、基本结构。

（3）采取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讲述这首民歌的基本情绪。

4、《玛莱卡莱》

（1）欣赏当代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演唱的这首意大利
民歌的音像带（比如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录像带或录音
带），让同学们谈谈听后感。



（2）讲述介绍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文风景的小资料（图片）。

（3）分析这首歌曲的旋律变化与歌词情绪变化的内在联系。

（4）结合欣赏作曲家托斯蒂的其他一、二首精美的意大利民
歌，如《悲叹小夜曲》、《夏夜的月亮》等。

5、弗拉门歌舞

（1）欣赏一般弗拉门戈舞曲后观赏舞蹈图片（或教学幻灯
片）。

（2）讲述弗拉门戈音乐舞蹈的几种类型。

6、妈祖卡

（1）欣赏肖邦的钢琴曲——玛祖卡。

（2）介绍著民音乐家波兰“钢琴诗人”肖邦及其作品。

（3）介绍玛祖卡舞曲的音乐特点及舞蹈特征。

7、霍拉舞曲

（1）聆听霍拉舞曲的教学录音带。

（2）介绍罗马尼亚民间舞——霍拉，以及罗马尼亚民间音乐。

8、有关资料

（1）《玛祖卡》

玛祖卡是波兰的两种民间舞的玛祖卡和用玛祖尔（波兰中部
马佐夫舍地区的一种流利、活泼、欢快、热烈奔放的男女双
人舞曲）体裁写的音乐作品流传到法国后的统称，18世纪逐



渐流行于欧洲各国。各国的宫廷舞蹈编导们根据波兰玛祖卡
舞整理加工为舞会舞蹈和舞台形式，其音乐节拍为3/4，一重
拍落在第1拍或第2拍为其特点，舞蹈以滑步、脚跟碰击，男
舞者单腿脆地，女舞者绕行和以双人旋转等为主。著名舞剧
《莱蒙达》、《天鹅湖》，歌剧《亿万苏萨宁》中都有玛祖
卡。著名作曲家肖邦曾以此音乐体裁写成多部传世名作。

（2）《霍拉舞曲》

霍拉是一种罗马尼亚民间舞蹈，跳霍拉舞是罗马尼亚人在婚
礼或节日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一种大众化娱乐形式，
音乐节奏明快，旋律优美，表现了巴尔干地区人民的开朗、
欢乐、热爱自由的性格特征。

舞曲由青年男女搭肩成行开始，招着女子参加进来，然后是
已婚者，最后是老人。大家联成一个圆圈，向前一步，退后
一步，相左三步，向右五步，如此反复进行，是圆圈逐渐逆
时针旋转；间或向中心聚拢，然后散开还原队形，参加者可
达数百人；往往可持续舞蹈数小时，直到尽兴。

（3）《苏格兰风笛》

风笛是一种古老的簧管乐器，至少已由三千年的历史。相传
有罗马人从亚洲传入欧洲，从16世纪起，苏格兰人便将风笛
与其它乐器和用，在多种场合表演。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八

2、学生活动：与同学一起讨论，互相启发、提示，发表见解。

3、播放录音：《飞来的花瓣》（合唱），认真聆听，感受作
品的`意境。

4、教师引导：你从这首歌里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有什



么样的感受。

5、学生活动：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谈一谈欣赏后的体会。

6、师生互动：老师要结合自己的成长过程，向学生讲一个自
己当老师的故事，或自己老师的故事，引起学生的共鸣，深
刻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

7、寻声活动：再次听录音，认真聆听，进一步思考并感受作
品的力度、速度、情绪、情感的对比和变化。学会可轻声哼
唱，熟悉旋律，感受歌曲的旋律美、歌词美、演唱形式美、
风格美。

8、学生活动：展示才艺，为老师唱一首心中的歌，表达自己
对老师的热爱与祝福。

9、师生互动：老师为学生弹唱《校园的赵晨》，请同学认真
欣赏，然后将听到的歌词记写在书上相应的乐谱下面。

教学反思：本单元的教学在让学生感知音乐的基础上，得到
了情感的共鸣，第一课时注重了学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是
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不仅、得到美的熏陶，同时受到美的感
染。第二课时进一步让学生聆听音乐，在音乐中受到启迪，
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运用让学生也感到演唱形式的不同也会
给学生带来愉悦。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九

1、能用茶杯、碟子、碗筷演奏这首歌。

2、学唱：《杵歌》。

卡片、录音机、磁带。



理解高山族民歌的特点。

一、组织教学

同学听着音乐有序的进入专用音乐教室，走到板凳边坐好，
跟着老师有节奏的拍手。

二、上课礼仪

师生问好。

三、聆听

聆听歌曲。

四、学唱歌曲

1、师带生有节奏的朗读歌词数遍。

2、生听范唱。

3、跟着录音范唱学唱，多听。

4、师采用听唱法教唱。

5、跟琴学唱。

6、集体齐唱。

7、师针对部分同学有难度的地方重点纠正。

8、跟着录音范唱唱，跟着伴奏唱。

五、欣赏《杵歌》：



1、学生介绍有关高山族的资料。

2、再次欣赏《杵歌》。

3、随着歌曲做淘米的动作。

六、歌曲感想

1、师：这节课同学们学到了什么？

2、师：这堂课我们一起学会了《杵歌》，从而知道了高山族
民歌的特点并在这堂课中同学们积极参加，同学们非常的了
不起！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多多观察，将平时所看到
劳动场景编入到乐曲中，做一个有心人。

八、宣布下课

唱师生再见歌。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十

风笛音乐《优雅》。

1、通过鉴赏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了解风笛、音色特点及演
奏方式。

2、通过比较聆听、演唱等多样的实践活动，认识并体会欧洲
典型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

3、通过文化与音乐结合讲述的方式，开阔学生视野，感受到
欧洲民间音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学会尊重多元文化，对欧
洲民间音乐与欧洲艺术音乐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探究。

重点：欣赏苏格兰民间音乐《优雅》，感受、体验欧洲民间



音乐风格特点。

难点：初步探究欧洲民间音乐与欧洲艺术音乐的关系。

（一）聆听与分析结合，学生从自我体验中感受欧洲民间的
风格特征，谈感受与同学交流体会。

（二）学生自主学习搜集关于欧洲音乐的知识、音乐作品。

一、导入新课

出示图片，向同学们同时展示苏格兰乐手的着装。并提示学
生图片上还有一种苏格兰的特色乐器。

二、欧洲民间音乐

（一）风笛音乐

1、欣赏配有苏格兰风光画面的风笛曲。然后提问问题：乐器
的音色有何特点？分小组讨论（高亢的、尖锐的）；音乐表
达了怎样的。情绪？（奔放热情，气势宏伟）。

2、介绍风笛的构造。

3、分析风笛作品《优雅》：

（1）看谱例，哼唱旋律，同时用手划拍子，注意弱起小节，
提示学生模仿风笛的音色演唱旋律，音乐欣赏完了，问：音
乐的线条是怎样的？（连绵起伏的）。

（2）教师小结：这是一首多声部的音乐，主题旋律在高声部，
低声部的持续音作为伴奏，就像连绵不断的群山。

4、拓展：



继续欣赏一段音乐，同样是由风笛演奏的，你能说说它跟苏
格兰风笛的区别吗？

教师小结：浪漫的、深情的，怀念的情绪。

它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

春之歌音乐欣赏教案篇十一

感受与鉴赏是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
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本课是一堂器
乐欣赏课。从探索与深化教材改革这个层面而言，本课教学
内容的选择与教材呈现的方式均与以往有所不同，其最大的
特点是比较简洁、明了、新颖，贴近现实。在教材呈现的方
式上，文本只选载了必要的谱例，与之相关的少量插图、配
画，以及音乐小博士的提示语。去掉了概念化的讲授音乐知
识的文字和作品简介的文字，给师生创造性开展欣赏教学留
下了广阔的空间。

本课音乐欣赏课，意欲通过聆听欣赏、感受印象、熟悉主题、
交流讨论、小组评价等教学活动。创设“自主、创作、探
究”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人人参与的意识，引导
学生充分展开想象，领略管弦乐的魅力。从而促进学生音乐
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综合发展，为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
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以《七彩的管弦》为切入点，其教学内容包括两个欣赏
专题：

第一个专题是《乐队巡礼》。这个专题有两个教学内容，其
一，听赏《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片段）；其二，结合学
生对该曲的直接体验，简介管弦乐队的分类，认识有关的乐
器，进一步感受乐器的音色特点。了解管弦乐队的分类，认
识各组有关的乐器并感受其音色特点这两个知识点，应在听



赏活动中，引导学生理解并掌握它。

第二个专题是《美的遐想》。本专题安排了《日出》、《乡
村傍晚》两首不同风格的管弦乐曲，作为课内的欣赏作品，
其目的是让学生随着旋律的思绪，展开丰富的想象，领略运
用音乐描绘的《日出》、《乡村傍晚》的景色，体验欣赏标
题器乐曲的韵味与乐趣。

1、了解管弦乐队的分类，认识各组相关的。乐器，并感受其
音乐特点。

2、在欣赏《日出》和《乡村傍晚》的活动中，能用简单的语
言描述自己听后联想到的景色，让大家分享。

在了解管弦乐队的分类和感受各种乐器音色特点的基础上，
领略管弦乐的魅力，体验用音乐来描绘《日出》和《乡村傍
晚》的韵味。

引导、启发学生采用“自主、探究、合作”的形式来感受音
乐美与鉴赏音乐美。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乐器图片及文字简介、音像资料、录音机、磁
带等。

一、激情导入

1、欣赏管弦乐曲《蓝色的多瑙河》（：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
特劳斯曲）

2、思考：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什么乐曲？是由什么乐队演奏的？

3、学生讨论交流，教师适时引导。



4、引出课题《七彩的管弦》

二、了解管弦乐队的分类，认识各组乐器，感受其音色特点。

1、管弦乐队分成四大类：

弓弦乐器组、木管乐器组、铜管乐器组、打击乐器组

（结合管弦乐队演奏图来认识乐器的分组）

2、认识各组乐器，感受其音色特点。

欣赏各组乐器的图片，认识其形状、结构。

聆听各乐器的声音，感受其音色特点。

三、欣赏管弦乐作品，感受其风格特点。

听赏《日出》第一乐章《大峡谷》

1、观赏日出（影片）

2、听赏美国作曲家格罗菲的《日出》

（引用大峡谷有关的风景画加入文字音响，让学生专注聆听
音乐——想象与联想——配画。）

3、听赏《日出》后，学生自由畅谈自己的体会感受。

（可从历史、地理、图画、音乐、音色等方面展开交流与讨
论。）

a、听完这首乐曲，给你印象最深的乐器是什么？谈谈它有何
特点？



b、大峡谷位于美国的什么地方？

c、请为这首乐曲配上一副图画。

欣赏《乡村傍晚》

1、观赏《乡村傍晚》的图画

2、听赏《乡村傍晚》的音乐

分乐段赏析：

b段：这段音乐有何特点？仿佛让人联想到了什么？

c段：请谈一谈对这一段的感受和体会。

四、探究课题

你能为自己的家乡傍晚配上一段音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