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是小骑手教案(模板8篇)
教案可以帮助教师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教学过程，发现教学中
的不足和改进的空间。以下是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安全教案范
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一

接力出版社音乐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20页歌曲《我
是草原小骑手》第一课时。

1、认知目标：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感受蒙古
族音乐风格的韵律，了解蒙古族的民俗风情。

2、过程目标：通过学唱、感受歌曲的风格特点，让学生体验
蒙族民族民间音乐的美感和儿童的生活情趣。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蒙族以及蒙族音乐文化的关注和兴
趣。

学会演唱《我是草原小骑手》。

唱准“ 1”和“ 2”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在《草原赞歌》的旋律中，老师带领学生做骑马的动作进教
室。

1.说一说

生：蒙古族。

2.看一看

师：对，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今天，



我就带你们到蒙古的大草原上去欣赏一下那里迷人的风光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

1.看视频，听歌曲录音。

生：想。

师：但是老师有小小的要求哦，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同学
们要带着这些内容听歌曲，“歌曲的情绪;大切分和大附点节
奏在歌曲中的把握; ”和“是怎么唱的?”(放《我是草原小
骑手》视频)

2.解决问题

分别提问学生。

师：我看哪个同学是细心的孩子，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a.歌曲的情绪：优美，欢快，自豪地。

b.师敲打黑板上写出的节奏。

c.“ 2”和“1”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3.学唱歌曲

同学们真像这神气的小骑手，这么多难关我们都一一闯过了。
好，那我们来一起学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a.模唱旋律(放慢速度)

b.轻唱旋律(放慢速度)

c.唱歌词



4.歌曲处理

(有模仿牛羊叫声的感觉，这么唱就更加贴切。)

师：你们想用什么方式更好地表现这首歌曲呢?

1.分组讨论，创编

2.分组展示

3.集体展示

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游玩了一番，非常高兴。
蒙古族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过的东西，希望同学们课后自
己去了解。下面，我们就以蒙族一首非常典型的民歌结束我
们本节课。

(在《牧歌》的音乐中，带学生跳蒙族舞蹈走出教室)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二

1、能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初步感受蒙古族音
乐的特点，能主动参与歌曲表现。

2、在聆听二胡独奏器曲时，感受二胡的音色特点和乐曲所表
现的热烈欢快的赛马情景，能主动参与表现乐曲情景。

1、能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能主动参与歌曲表
现。

2、感受《赛马》的基本情绪，并能参与音乐表现活动。

1、唱准歌曲中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2、听赏时能创造性地表现乐曲的几个场景。



教具准备：课件、钢琴、打击乐器

教学课时：两课时。

在《赛马》的旋律中，老师带领学生做骑马的动作走进教室。

1、说一说

生：蒙古族。

师：对，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你对
蒙古族的生活还了解哪些?(生答)

2、看一看

师：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为新朋友，让她带领大家到草原
上去游览一番。(课件：出现小精灵：“大家好!我是草原小
精灵。草原上的景色非常迷人，今天由我当小导游，带大家
到草原上好好玩一玩。”)

(1)课件呈现草原迷人的风光，并以内蒙古音乐作品《长调》
为音乐背景，在音乐中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

(2)课件再播放一遍草原风光。提示学生注意聆听其中具有蒙
古族音乐风格的音乐背景。

师：你对这个旋律有什么感受?

生：(略)

3、学一学

师：刚才在屏幕上你们看到草原上的人在进行哪些活动?你最
感兴趣的是什么?(生答)



师：你能上台来做一做你最感兴趣的那种活动的动作吗?(鼓
励学生大胆表现，并称赞他们是神气的“小骑手、小射手”
等。

草原小精灵：蒙古族的小朋友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地唱起歌
来，你们听：播放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1)学生聆听

师：请大家带着问题听，蒙古族小朋友在干什么?

(2)师根据学生回答出示歌词。

师：下面让我们也当一回神气的小骑手、小射手、小摔交手。
请随老师的鼓声有节奏地念一念这写歌词。

(1)生在老师的鼓声的指挥下，模仿老师有节奏地念词。

(2)生一边有节奏地念，一边跟着歌词内容做自己想做的`内
容。

(3)选择乐器和节奏型，边念词边进行敲击。(双响筒、铃鼓)

(4)一、二组边念词边律动，三、四组用打击乐器为他们加油。

草原小精灵：大家想成为真正的小骑手吗?那就先和蒙古族的
小朋友一起来学学这首歌吧。

(1)听歌曲

(2)唱旋律

难点教学“6.i 2 , 6.i 1”七度、八度音程主要通过摸唱和教师
的手势来引导。



(3)自学歌曲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适时引导学生唱准，并引导学生在歌唱
速度以及七度、八度音程和下滑音处体会感情。

1、敲一敲、跳一跳

2、师：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这首歌曲?(生答)

根据学生的回答，将全班分成表演、用打击乐器伴奏、用筷
子伴奏等小组。

(1)讨论、创编：各小组根据各自的任务进行讨论，如何用自
己的方式更好地表现歌曲。

(2)分组展示：每组派一位代表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表现的最佳
方案，并整组展示。

(3)评价：学生互相评价，并得出最佳方案。

(4)集体展示：播放《我是草原小骑手》的音乐，全体同学大
胆表现。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三

接力出版社音乐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20页歌曲
《我是草原小骑手》第一课时。

1、认知目标：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感受蒙古
族音乐风格的韵律，了解蒙古族的民俗风情。

2、过程目标：通过学唱、感受歌曲的风格特点，让学生体验
蒙古族民族民间音乐的美感和儿童的生活情趣。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蒙古族以及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关注
和兴趣。

学会演唱《我是草原小骑手》。

唱准“1”和“2”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在《草原赞歌》的'旋律中，老师带领学生做骑马的动作进教
室。

1、说一说

生：蒙古族。

2、看一看

师：对，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今天，
我就带你们到蒙古的大草原上去欣赏一下那里迷人的风光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

1、看视频，听歌曲录音。

生：想。

师：但是老师有小小的要求哦，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同学
们要带着这些内容听歌曲，“歌曲的情绪；大切分和大附点
节奏在歌曲中的把握；”和“是怎么唱的？”（放《我是草
原小骑手》视频）

2、解决问题

分别提问学生。

师：我看哪个同学是细心的孩子，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a、歌曲的情绪：优美，欢快，自豪地。

b、师敲打黑板上写出的节奏。

c、“2”和“1”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3、学唱歌曲

同学们真像这神气的小骑手，这么多难关我们都一一闯过了。
好，那我们来一起学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a、模唱旋律（放慢速度）

b、轻唱旋律（放慢速度）

c、唱歌词

4、歌曲处理

（有模仿牛羊叫声的感觉，这么唱就更加贴切。）

师：你们想用什么方式更好地表现这首歌曲呢？

1、分组讨论，创编

2、分组展示

3、集体展示

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游玩了一番，非常高兴。
蒙古族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过的东西，希望同学们课后自
己去了解。下面，我们就以蒙古族一首非常典型的民歌结束
我们本节课。



（在《牧歌》的音乐中，带学生跳蒙古族舞蹈走出教室）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四

1、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带着自豪、愉快的感
情演唱歌曲，初步感受蒙古族音乐的特点。

2、体验民族音乐带来的欢乐情绪，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

学会演唱《我是草原小骑手》,并能用一些方式参与表现。

唱准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cai课件、打击乐器（双响筒、铃鼓）、小星星、道具（绿彩
绸）

师：同学们，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
新朋友见面，来，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庆祝一下。（放〈草原
赞歌〉进行蒙古舞律动。）

师：同学们跳的真不错。听着这优美的音乐，跳起这欢乐的
舞蹈，此刻你们想到了什么？

（生：大草原的美丽风景）

师：前几天，老师去了一趟蒙古大草原，把那里一些美丽的
风光带了回来，你们想不想看？（想）好，让我们一起来欣
赏。（放课件《大草原》《牧歌》为背景音乐）

师讲解：蒙古大草原在我国的北部，那里景色非常迷人，蓝
蓝的天，白白的云，一望无际的绿草地，在那里居住着以放
牛、放马、放羊为生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的人们特别
豪放，喜欢赛马、射箭、摔跤，而且他们个个能歌善舞，献
哈达是蒙古族牧民使用的礼节。由于他们放养着许多牲畜，



需要大量的水源和草地，因此他们要经常搬到不同的地方去
居住，所以他们住在这样一个个容易装卸的“小房子”里。

提问：谁知道这样的房子叫什么？（蒙古包）你知道的可真
多，奖你一颗小星星。

师：蒙古族是一个非常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因为他们
都喜欢骑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前
面有一群蒙古小朋友在做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听歌曲）

师：谁能说一说他们在做什么？学生回答：骑马、射箭、摔
跤。

师：同学们听的真仔细。

（老师范唱歌曲）

师：你们想成为神气的草原小骑手吗？（想）这可不容易呢，
要经过很多考验，你们有信心吗？（有）好，老师决定帮助
你们，让我们一起来闯关。

（！）按节奏说歌词

师：进入第一关，按节奏说歌词。（老师将电子琴调到鼓声）

a生在老师大的鼓声指挥下，模仿老师有节奏的念歌词。

（第三乐句歌词以衬词为主，突出抒发了小朋友愉快、自豪
的心情，我们要注意“啊哈、嗬伊”的节奏，把每个字都说
清楚。蒙古的小朋友骑着马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心情
非常舒畅，这样的衬词在蒙古歌曲中经常见到，让我们也共
同体会一下吧。



b.学生边说歌词，边跟歌词内容做自己想做的动作。

c.一二组念歌词,三四组律动配合。

（2）演唱旋律

师：进入第二关，演唱旋律。

a.老师范唱

师：先听老师来演唱，同学们用身体表现歌曲。

b.老师弹琴，学生小声用la模唱。

（老师指出学生唱的不对的地方，及时纠正，七度、八度音
程可通过模唱和教师的手势来引导）。

c.老师学生对唱旋律。（师第一乐句，生第二乐句）

(3)学生演唱歌曲.

师：进入第四关：自学演唱歌曲。

a.学生随范唱自学歌曲。

（放歌曲，让学生自己跟唱2遍）

b.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a．老师用稍慢的速度弹琴，学生演唱歌曲。

（对唱的不准的.音及时纠正）

提问：歌曲哪一句抒发了学生自豪、愉快的心情呢？（学生



回答）

b．老师用稍快的速度弹琴。

学生比较哪一种速度更适用。（稍慢的速度表现了小骑手愉
快、快乐的心情，稍快的速度表现了小骑手自豪的心情）

（4）歌曲处理

采用分组唱，一三组唱衬词，二四组唱其他部分；老师唱衬
词，学生唱其他部分等，让学生风趣的演唱歌曲。

师；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这首歌呢？（加上动作
表演，用打击乐器伴奏，脚和手打拍子）

根据学生的回答，把全班同学分组。

1、布置任务：各小组讨论、编创：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
歌曲

2、分组练习

3、每组选代表上台表现歌曲。（用道具绿彩绸）

4、集体展示：播放动画，全体同学大胆表现。

师：通过你们的共同努力，闯过了一个个难关，现在你们都
成了神气的小骑手了！给自己来点掌声吧！（学生鼓掌）

师：草原人的生活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同时，草原儿女创作
的音乐也丰富多采，有热烈奔放的，有优美抒情的，也有深
沉感人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由草原歌手滕格尔演唱的
《天堂》。

师：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感受了大草原迷人的风光，并体



验了草原人民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
草原歌曲。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五

看着电视剧中的演员骑着骏马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奔跑，
头发随风飘扬，我羡慕不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经常
在梦里梦见自己骑上一匹白马自由奔跑。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寒假里，仲敏庶邀请我、丁玉洁、徐
静怡等几人去黄桥的小南湖玩。到小南湖后，我们首先来到
骑马场。看到即使只有几匹马的马场，我依然兴奋得像吃了
兴奋剂：哈哈！我终于能骑马了！终于梦想成真了！其他小
伙伴也和我一样兴奋，都在跃跃欲试，都在想象着骑上马奔
跑的感觉。

我们的“伟大勇士”仲敏庶在马场叔叔的带领下第一个骑上
了马，她策马奔跑，只见她的长发一飘一飘的，好酷呀！依
然是一个“老骑手”！我们在一旁直拍手称好。

第二个上马的是徐静怡，坐在马上慢慢前行了三米左右，突
然，那匹马飞奔起来，像发飙了一样直向前冲，把徐静
怡“甩”了出去，徐静怡吓得“啊——啊——”直叫。那一
刻，我们都吓呆了，兴奋劲顿时消掉了一大半。虽然徐静怡
并没有受伤，但我们再没人敢提出要骑马了。

在家长们的再三鼓励下，我们其他几个人纷纷骑上了马。当
我跨上马背的那一刻，顿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伸手轻轻
地抚摸着马背，软软的，滑滑的，感觉真好。在马场叔叔的
带领下，那匹马慢慢地、稳稳地向前走，哦，原来骑马并不
是那么可怕。我坐在马背上绕着马场跑了两圈，一颠一簸的，
好似乘着一艘轮船航行在大海中，好似插上了一对翅膀飞翔
在空中，感觉美妙绝伦。下马后，我们都激动地交流着各自
骑马的感受，都盼望着下次还能来骑马。



难忘第一次当骑手的经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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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骑手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能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初步感受蒙古族音
乐的特点，能主动参与歌曲表现。

2、在聆听二胡独奏器曲时，感受二胡的音色特点和乐曲所表
现的热烈欢快的赛马情景，能主动参与表现乐曲情景。

教学重点：

1、能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能主动参与歌曲表
现。

2、感受《赛马》的基本情绪，并能参与音乐表现活动。

教学难点：

1、唱准歌曲中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2、听赏时能创造性地表现乐曲的几个场景。

教具准备：课件、钢琴、打击乐器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初步体验

在《赛马》的旋律中，老师带领学生做骑马的动作走进教室。

1、说一说

生：蒙古族。

师：对，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你对
蒙古族的生活还了解哪些?(生答)

2、看一看

师：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为新朋友，让她带领大家到草原
上去游览一番。(课件：出现小精灵：“大家好!我是草原小
精灵。草原上的景色非常迷人，今天由我当小导游，带大家
到草原上好好玩一玩。”)

(1)课件呈现草原迷人的风光，并以内蒙古音乐作品《长调》
为音乐背景，在音乐中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

(2)课件再播放一遍草原风光。提示学生注意聆听其中具有蒙
古族音乐风格的音乐背景。

师：你对这个旋律有什么感受?

生：(略)

3、学一学

师：刚才在屏幕上你们看到草原上的人在进行哪些活动?你最
感兴趣的是什么?(生答)

师：你能上台来做一做你最感兴趣的那种活动的动作吗?(鼓
励学生大胆表现，并称赞他们是神气的“小骑手、小射手”



等。

二、学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1、听一听

草原小精灵：蒙古族的小朋友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地唱起歌
来，你们听：播放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1)学生聆听

师：请大家带着问题听，蒙古族小朋友在干什么?

(2)师根据学生回答出示歌词。

2、念一念、敲一敲

师：下面让我们也当一回神气的小骑手、小射手、小摔交手。
请随老师的鼓声有节奏地念一念这写歌词。

(1)生在老师的鼓声的指挥下，模仿老师有节奏地念词。

(2)生一边有节奏地念，一边跟着歌词内容做自己想做的内容。

(3)选择乐器和节奏型，边念词边进行敲击。(双响筒、铃鼓)

(4)一、二组边念词边律动，三、四组用打击乐器为他们加油。

3、唱一唱

草原小精灵：大家想成为真正的小骑手吗?那就先和蒙古族的
小朋友一起来学学这首歌吧。

(1)听歌曲



(2)唱旋律

难点教学“6.i2,6.i1”七度、八度音程主要通过摸唱和教师的手
势来引导。

(3)自学歌曲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适时引导学生唱准，并引导学生在歌唱
速度以及七度、八度音程和下滑音处体会感情。

三、合作、表现

1、敲一敲、跳一跳

2、师：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这首歌曲?(生答)

根据学生的回答，将全班分成表演、用打击乐器伴奏、用筷
子伴奏等小组。

(1)讨论、创编：各小组根据各自的任务进行讨论，如何用自
己的方式更好地表现歌曲。

(2)分组展示：每组派一位代表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表现的最佳
方案，并整组展示。

(3)评价：学生互相评价，并得出最佳方案。

(4)集体展示：播放《我是草原小骑手》的音乐，全体同学大
胆表现。

四、扩展、延伸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七



教学内容：

接力出版社音乐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20页歌曲《我
是草原小骑手》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学会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感受蒙古
族音乐风格的韵律，了解蒙古族的民俗风情。

2、过程目标：通过学唱、感受歌曲的风格特点，让学生体验
蒙族民族民间音乐的美感和儿童的生活情趣。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蒙族以及蒙族音乐文化的关注和兴
趣。

教学重点：

学会演唱《我是草原小骑手》。

教学难点：

唱准“1”和“2”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教学过程：

一、初步体验

在《草原赞歌》的旋律中，老师带领学生做骑马的动作进教
室。

1.说一说

生：蒙古族。



2.看一看

师：对，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今天，
我就带你们到蒙古的大草原上去欣赏一下那里迷人的风光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

二、学唱歌曲

1.看视频，听歌曲录音。

生：想。

师：但是老师有小小的要求哦，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同学
们要带着这些内容听歌曲，“歌曲的情绪;大切分和大附点节
奏在歌曲中的把握;”和“是怎么唱的?”(放《我是草原小骑
手》视频)

2.解决问题

分别提问学生。

师：我看哪个同学是细心的孩子，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a.歌曲的情绪：优美，欢快，自豪地。

b.师敲打黑板上写出的节奏。

c.“2”和“1”七度和八度大跳音程。

3.学唱歌曲

同学们真像这神气的小骑手，这么多难关我们都一一闯过了。
好，那我们来一起学唱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



a.模唱旋律(放慢速度)

b.轻唱旋律(放慢速度)

c.唱歌词

4.歌曲处理

(有模仿牛羊叫声的感觉，这么唱就更加贴切。)

三、合作，创编，表现

师：你们想用什么方式更好地表现这首歌曲呢?

1.分组讨论，创编

2.分组展示

3.集体展示

四、总结

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游玩了一番，非常高兴。
蒙古族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过的东西，希望同学们课后自
己去了解。下面，我们就以蒙族一首非常典型的民歌结束我
们本节课。

(在《牧歌》的音乐中，带学生跳蒙族舞蹈走出教室)

我是小骑手教案篇八

本节课通过播放课件，引导学生在观看草原上的美丽风景，
了解蒙古族的风俗人情，启发学生说一说：假如你是一个蒙
古族的小朋友，骑着马儿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你会是怎样



的心情？由此创设一种情境，一种氛围，让学生感受蒙古族
人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情感，不仅能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而且能让学生初步感受到蒙古族音乐的一些特点，这样既为
后面的歌曲学唱中的大跳音程这一教学难点作了铺垫，又把
学生的视角转向对整个蒙古族音乐风格的认识。通过教师引
导学生随琴声拍击歌曲的节奏，按节奏读歌词的方式，既让
学生熟悉了歌词，感受了其中的文字形象，又掌握了歌曲的
节奏，这一切又为后面的创作、表现环节做了铺垫，同时，
在活动中，歌曲热情欢乐的氛围与学生对歌曲情感的表达也
逐渐显现出来了。难点教学“611”八度音程主要通过模唱和
教者的手势来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适时引导学生唱准
音，并在八度音程和下滑音处体会感情，这样既突破了难点，
又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当学生熟悉歌词后，教师伴奏，
学生齐唱，然后进行歌曲处理，最后组织创编活动。

教师重点辅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在看一看、听一听、唱
一唱、跳一跳等活动中将音乐情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最终
达到感受美，表现音乐美的目的。难点教学八度音程主要通
过模唱和教者的手势来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适时引导
学生唱准音，并在八度音程和下滑音处体会感情，这样既突
破了难点，又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音乐课歌唱教学要抓住教材上的节奏旋律和音乐特点，由浅
入深的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最
终达到会唱歌曲，理解好音乐的丰富内涵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