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原工作总结报告(实用9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草原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认识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
勾勒、骏马、无限、鞭子、疾驰、马蹄、奶茶、礼貌、拘束、
举杯、摔跤。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认识草原特点。

3．按作者进入草原以后所经历事情的顺序给课文分段，概括
段落大意。

指导学生感情朗读课文。

1.按作者进入草原以后所经历事情的顺序给课文分段，概括
段落大意。

2.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认识草原特点。

一、谈话，导入新课

1．谈话：同学们，你到过草原吗？在电视、电影中见过草原
吗？谁愿意把你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北
部的内蒙古自治区有宽广无边的草原，景色优美，牛羊成群。
这篇课文记叙了作者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草原看到的
美丽景色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



2．观看《草原》电视教材，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和意境。

3．学生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

三、布置预习

1．学习生字新词，注意生字的音形义。

2．读读课文，想想作者笔下的草原是怎样的景象。

3．画出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句子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试着体会
这些句子的意思。

4．找出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四、、检查自学，质疑问难

1．读生字组词，并读读生字在文中的句子，注意正音。组词：

骏（）俊（）竣（）限（）驰（）

峻（）唆（）梭（）垠（）弛（）

蹄（）茶（）貌（）杯（）跤（）

缔（）荼（）藐（）怀（）胶（）

2．理解词语。

3．质疑问难，现在小组内讨论，交流。

五、、理清课文的线索

3．交流、整理：



（1）草原美景

（2）欢迎远客

（3）亲切相见

（4）热情款待

（5）联欢话别

六、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和词语。

2．熟读课文。

草原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学会本课生字，绿线内的字只识不写，认识5个新偏旁，理
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能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

：感受草原早晨的美丽风光和牧民们的勤劳、快乐。

激发学生热爱大草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难点：看图理解词语，启发想象，感受草原的美丽和牧民的
勤劳。

：光盘、录音歌曲、生字卡片。



听！悠悠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哪里？（板书：草原）（放录
音歌曲）

今天，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美丽的大草原，看看那里的早
晨是什么样的。（补充课题：的早晨）

齐读课题。

看！（播放光盘）

你喜欢草原吗？你喜欢草原的早晨吗？

1.那就翻开书，自己来读读这篇课文吧！

2.能把课文再读给你的好朋友听听吗？

要求：请拼音小博士帮好你的忙，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好
朋友仔细听好，注意纠正错误的字音。然后两人再交换进行，
开始！

3.练读了几遍课文，那课文有几个自然段？用手势来表示。

1.谁来先读好第一自然段（指名朗读）

评价，指导：你读得很流利。

好象鞭声还不够响亮，谁再试试。

黎明时，草原还没有苏醒，是很静很静的。读好：宁静。

眼前，你看到了怎样的草原？读好：铺满新绿。

谁愿意当一回牧民，甩起鞭子将草原唤醒。

草原还没彻底醒来，再来一遍。



齐读

2.此时，草原开始热闹起来，欢乐起来！指名读第二自然段。

谁来读好它。谁能超过他。

喜欢羊儿出圈，喜欢跨马追赶的同学一起来读吧！

3.让我们眺望远处。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草原的远处十分迷人。谁来读。为什么这样读？

悠悠的感觉读得真棒！学他的样子一起来读。

4.草原真是太美了，这样美的地方，这样美的课文，老师也
忍不住想和你们一起读了。

（齐读）你觉得草原怎么样，草原的早晨怎么样？（学生自
由发言交流）

小朋友把课文读得这么棒，相信课文中的生字你也能学得很
棒。

1.认读生字卡片

小火车开起来（带拼音，去拼音）

2.这堂课我们学习两个生字“动、牧“

自学笔顺表，掌握笔顺。学生书空笔顺。

自己分析字型结构，左右等宽。结合学习新偏旁。

学生在《习字册》上描红、仿影、临写。注意写字姿势。



1.

出示生字词：

草原打破新绿无边牧民远处飘动

2.

指名认读，介绍自己是怎样记住这些生字的。

1.各自朗读课文，准备口头填空练习

（1）（）的（），打破了（）。（）的草原醒来了。

（2）（）羊儿（）圈门，（）奔向（）。牧民们（），追赶那
（）。

（3）（）羊儿像（）在飘动，蓝天下回荡着（）。

2.结合口头填空，理清文章结构。

3.读了课文，我们又懂得了什么？

4.练习背诵。

1.出示生字：无打处民原新

2.指名认读。

3.仔细看光盘上生字书写笔顺，比较每个生字的结构安排。

指导：“无、民”都是独体字。“无”最后一笔是竖弯钩，
沿竖中线往下写，“民”的最后一笔是斜钩，幅度较大。

“处、原”是半包围结构。“处”第三笔是平撇，“原”里



面是“白、小”。

1.练习描红。

2.各自练习书写生字，觉得难写难记的多写几遍，直到自己
满意为止。

3.背诵课文。

草原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一）认真贯彻落实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精神

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为宣传落实
会议精神，我县于9月29日召开__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
议，对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制定印发
了多伦县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关于进入防季防火期的通
知》，要求全县防指成员单位本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积极消灭”的防火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机制
体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防扑火队伍建设，加大防火宣传
力度，提升全民防火意识，切实把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抓实、
抓细、抓出成效。

（二）建立健全防火组织机构和队伍，落实防火责任制

1、建立健全各级防火组织机构和扑火队伍。目前全县设有县
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1个，乡镇级防火指挥部5个，村级防
火指挥部65个。今年春季县防火办利用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金的管护费，组建了1支15人的专业扑火队，统一集中住
宿，半军事化管理，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组建了12支半专业
化扑火队共301人，各行政村组建了65支群众性扑火队伍
共768人，武警锡盟森林支队已于9月15日派驻20人来我县靠
前驻防。



2、制定制度，落实责任。我县根据防火工作实际，按照《内
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要求严格执
行24小时昼夜值班、领导带班、车辆待命、防火通讯等各项
防火制度，保证信息、政令通畅。同时，落实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主的各项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制，实行防指成员、各科
局领导、乡镇领导、干部分片包干责任制，落实属地责任，
做到责任明确、任务到人。

（三）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按照我县制订的《多伦县__年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培训工作方
案》要求，对全县防火宣传工作做总体安排部署，突出重点、
采取多种形式面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森林草原防火知识》、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及新修订的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一是与农民和野外作
业人员签订防火责任书、责任状，向农民发放《防火公约》，
向野外作业人员发放《防火宣传单》、向乡（镇）、村两级
政府、林场、工矿企业等发放《森林草原防火常识》、《内
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等，目前已出动防火宣传
车30多台/次，出动人员220人/次，发放各类防火单40000余
份。二是在重点防火区域的主要路段和风景区设置防火警示
牌、悬挂防火警示旗，加强对进入草原和林区人员的宣传教
育，确保防火工作的长效性，有效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森
林草原防火浓厚氛围，目前在防火重点区及主要路段悬挂防
火旗帜5000余面。三是制作防火警示教育专题动漫片。

利用各种手段使防火知识进农户、进社区、进课堂，营造了
人人讲防火，人人抓防火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了预防和扑
救森林草原火灾的自觉性以及防灾避难能力，做到了警钟长
鸣，防患于未然。

（四）重视火源管理，降低火险隐患

1、抓重点区域火源管理。随着我县生态环境不断好转，高火



险等级面积越来越大，防火重点区域不断扩大。对此，我县
重点加强重点火险区、基层薄弱地区、围封禁牧区、退耕还
林区、公益林管护区、沙源治理区、百万亩樟子松基地建设
项目区的防火管理，按照领导干部责任区域包片分工，严格
检查管理。

2、加强火源管控，在滦河源森林公园入口、四道河口与克旗
交界处、510国道与蓝旗交界处、510国道与一号沙带穿插公
路交汇处、大河口乡政府东510国道与314乡道交汇处、大河
口乡百万亩樟子松项目区泉子头入口处共设立6个固定检查站，
每个检查站安排1-3人上岗，严格检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严禁
火种进山。

3、林业局重点做好三林场、南林场、蔡木山自然保护区、国
营苗圃、滦河源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的火源管控，并设
立了防火检查站，加强对流动人员、车辆的防火检查。

4、公安交警大队、交通局对过往我县运输易燃、易爆车辆及
运煤、拉运草车辆进行专项检查，有效防止了运输车辆跑火
引发火灾，同时，加强对司乘人员的防火安全教育。

5、民政局派遣本单位人员对两个公墓开展巡查，同时加强对
公墓管理企业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巡查
检查工作频率，利用各种有效手段引导广大群众开展生态祭
祀、文明祭祀，坚决杜绝上坟烧纸引发火情。

6、供电局针对高压线极易引发森林火灾的问题，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对输电线路巡视管控，同时督促通讯、铁塔公司等
各专线、专变用户认真落实防火协议规定，谨防火灾事故发
生。

（五）进一步完善防扑火预案，提升应急防控能力。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防扑火应急防控能力，我县及时修订完善



森林草原防扑火应急预案，组织整顿好扑火队伍，配备防火
机具，遵守各项防火制度，落实防火措施。加强各半专业扑
火队伍的培训演练，各扑火队伍都处于临战状态，维修好各
种扑火机具、通信工具、贮备好防火水车扑火油料，合理部
署扑火力量，做到人员、任务、扑火工具“三落实”，一旦
发生火情，各级领导及时赶赴火场，组织扑救，实现“打早、
打小、打了”之目的。

二、下步工作打算

1、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除了散发宣传单、悬挂防火警示旗外，
还要在交通要道、工矿区和林业项目区树立醒目的大型防火
宣传牌，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使用人群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下大力开展防火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近一步压实防火责任，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要求，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
的各项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制，落实属地责任，必须做到责任
明确、任务到人。

3、加大火源管控力度，特别要加强对涉及森林、草原的电网
的管理力度，对输电线路进行一次全面的巡护检查，需要更
换的设备要立即更换，有故障隐患的要立即排除，并对野外
变压器的跌落式熔断器方圆4米内开设防火隔离带，努力将供
电线路带来的火险隐患降到最低。

4、加强专业扑火队伍的建设，近一步完善集中食宿用房和运
兵车辆，加强队伍的训练和演练，以提高应急扑救能力。

5、加大秋季防火督促检查力度，主要是督查各乡镇后一阶段
防火工作开展情况，对各乡镇区域内的野外施工单位、矿山
企业、电网路线、防火检查站人员在位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真正杜绝一切火险隐患，确保今秋全县防火工作不出现大的
问题。



草原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1、能感受和表现大草原美丽的风光。

2、感受优美恬静和快乐奔放两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并能与诗
歌中草原的不同风景匹配。

3、能通过文学活动和美术作品来感知音乐，大胆创编各种合
适的动作来表现对音乐的感受。

4、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1、熟悉并理解诗歌的意境，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朗诵诗歌。

2、绘画工具，录音机，配套磁带或cd。

1、欣赏草原美景。出示图画并播放音乐，请幼儿安静地欣赏。

2、组织幼儿讨论画面与哪段音乐相似，与诗歌《美丽的草原》
哪一段匹配。

3、启发有根据音乐和画面有感情地朗诵诗歌，注意符合音乐
的力度、节奏。

4、鼓励幼儿根据自己对音乐的感知，即兴创编合十的动作表
现音乐两遍：第一遍，欣赏美丽的草原风光。第二遍，在欢
乐的草原上愉快地活动。

5、请幼儿自由选择主题：美丽的草原风光或欢乐的草原进行
绘画活动，注意色彩、构图与音乐性质相符。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结合音乐本身的要素，让幼儿感
受到不同的音乐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学习音乐、享
受音乐，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音乐的情感体验，才
能达到音乐教育“以美感人、以美育人”的目的。幼儿的演
唱效果很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了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能力。通过成功的音乐活动，会提升孩子们对音乐活动的兴
趣，也能提升一些能力较为弱的孩子对音乐活动的自信心。

草原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1、情感与价值目标：通过歌曲的学唱，使学生更加热爱自己
的祖国。通过欣赏歌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勇
于战胜困难的思想感情。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欢快活泼的音乐情景中，聆听和演唱
《快乐的节日》，通过欣赏《草原放牧》，表现了祖国的新
一代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勇于战胜困难的动人形象。

欣赏《草原放牧》，体会乐曲意境。

多媒体设备及课件、画画工具等。

情境教学法、体验教学法、律动教学法。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
智慧结晶。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
国的音乐文化。这就是新课标下音乐课程的价值主要体现之
一。那么，如何在短短的40分钟时间，让学生热爱自己祖国
的民族音乐，让学生通过欣赏增进感情？本课试图在欣赏过
程中探索以感受、体验及教师的有效性提问为主的音乐教学
模式。

一、创设情境 激趣导入



1、谈话引导：你们喜欢蒙古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去那些辽阔
的大草原看看吧！（播放《蒙古人》音乐）

美的音乐，美的声音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自主性，使学生身临其境。

2、引导学生自由发言，交流自己所听到所想到的。

3、猜谜：有一句诗叫“犹抱××半遮面”，你们能猜到是什
么吗？（媒体出示谜面）

4、引导学生猜出谜底——琵琶，并进行评价。

在此我用谜语导入提问，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求知欲，从感
情上激起学生与教材的共鸣。

5、画草原放牧的场面。师：你能将刚才所想的画下来吗？背
景音乐为《草原放牧》。

6、展示作品。

新课程中强调音乐要让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敢于当众表现自己。
在此我创设情景，在教学中给孩子提供表演和表现的机会，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欣赏乐曲 深化主题

1、初听，教师提问：你觉得这首乐曲情绪怎样？

2、介绍弹拨乐器琵琶，提问：你知道中国民乐中弹拨乐器还
有哪些吗？它们都有什么特征？实物出示琵琶，加深印象。
学生观察，提问：你知道它有哪些特征吗？通过实物观看及
课前搜集的有关弹拨乐器的介绍，引导学生说出它的特征。

3、复听乐曲，区分两个主题音乐的不同。



5、再听，教师介绍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师示范，生跟学，
并跟着音乐进行简单的律动。

6、跟着旋律，哼唱两个主题。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歌曲内容，在本课教学中我安排了多次反
复的欣赏，并在欣赏的过程中通过有效性的提问加深学生的
印象。同时，在欣赏的过程中，加入舞蹈的教学，让学生在
课堂中能够动起来，同时也加深了对乐曲的喜爱。

三、拓展乐曲 想象创造

1、创设情境

师：昨天晚上，龙梅和玉荣给我捎了一封信，邀请我们班的
同学去蒙古做客。你们想去吗？然后用“可怎么去呢？”引
导学生积极讨论发言。同桌相互讨论，为“怎么去？”出谋
划策。

2、师：我们坐火车去吧！她们为我们准备了好多节目，你们
想看吗？

3、欣赏《蒙古人》《青藏高原》。生听，会唱得可以跟唱。

4、多层展示，尽情表现。学生采用唱、画、说的形式在《草
原放牧》的音乐中结束上课。

新课标提出，应该尊重艺术作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欣赏艺
术的习惯，感受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提供开放式和趣味性
的音乐情景，引导学生进行以即兴式自由发挥为主要特点的
创造活动，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在音乐活动中获得审美
愉悦，给学生创设即兴创造的平台，让学生大胆创造，尽情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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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乐曲《草原放牧》

2、歌表演《草原放牧》

3、即兴创编

4、选用内容：学习用竖笛演奏歌曲

二、通过自编动作表演歌曲《草原放牧》，体验天真可爱、
通过创编动作与师生互动的交流，学习以动作来表现体验自
己的情感，引导学生参加音乐实践活动。

三、引导学生用竖笛演奏歌曲《草原放牧》增强学生学习音
乐作品的兴趣，提高学生器乐的演奏能力。

1：随乐曲（自选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有较规
范动作要求。主要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竖笛小练习。(结合学唱歌曲演奏“3 、5 、6”三音进行
练习)

4：柯尔文手势复习唱 “3 、5 、6”三个音。

1、复习《草原上》（要求：边唱边表演）

2、复习《我是草原小牧民》（要求：边唱边表演）

3、分组活动（把全班分成两大组，每组再分成三小组，让学
生自报图示中的任何一部分。三小组的同学各自讨论如何表
演好自己这组的一部分，教师适时指导，可加入打击乐器伴



奏。）

4、分组排练。（分组按aba的顺序表演）

第一大组表演完后，第二大组表演，相互交流，相互评价。

1、导入：

师：小牧民们生活在草原上可真快乐……（讲解《草原小姐
妹》的故事，介绍《草原小姐妹》音乐创作的背景）

1） 听音乐第一段，说说音乐情绪，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情景？
学生讨论回答（小姐妹俩欢快、活泼的放牧情景）

2） 听音乐第二段，说说音乐情绪，你又仿佛看到了什么情
景？学生讨论回答（小姐妹俩对美丽家乡和幸福生活发自内
心的赞美）

3） 听全曲，启发学生根据乐曲标题名称及琵琶弹奏的音色，
感受音乐所表现的情景，并用图形来表示。

4） 再次复听全曲：要求学生即兴编舞进行表演。

1、出示“3 5 6 ” 三个音符

2、以小组为单位，用已经掌握的3 5 6 三音即兴编自己的歌
比一比，看哪一组编得多，编得好听。

3、 师把学生编的曲在黑板上记下来一一展示，将好听的曲
子大家一起唱一唱或用竖笛吹一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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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小黄鹂鸟》演奏《筷子舞》



《银杯》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天堂、万马奔腾，三首不同
风格的歌曲，感受了解蒙古草原音乐的魅力并了解两首乐曲
产生的时代背景，表现内容、旋律特点及音乐形象。

教学重点：学唱欣赏曲的音乐主题。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复习。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聆听全曲。

2介绍演奏家。

3感受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4复听全曲，同时随音乐打拍子。

5学唱主题音乐。

6表演。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教学目标：学唱歌曲《小黄鹂鸟》，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热爱小鸟的美好感情。

通过合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
乐的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

教学重点：用正确的方法演唱二声部合唱歌曲。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部好。

2发声练习。

3复习。

4节奏训练。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有节奏的读歌词。

4、学习歌曲。

5、演奏《筷子舞》随音乐边唱边打拍子。

6、掌握音乐的强、弱。

7、齐唱。

8、自评、互评。

三、结束部分：小结。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银杯》，培养学生热爱蒙古族音乐，热爱大自
然的美好感情。

2、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乐的
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乐的
感受。

教学重点：复唱时正确演唱。

教学难点：正确演里二声部。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随音乐打拍子。

4、掌握音乐的强、弱。

5、齐唱。

6、指导不足之处。

7、反复练唱。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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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认写10 个生字，正确读写重点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理解课文内容，联系上下文体会重点语句中蕴涵着的思想
感情。

4、体会文章的表达方式，引导学生感受藏北草原的景美，人
美，激发学生对草原的热爱之情。

过程与方法：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激发学生对草原
的热爱之情。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课文，引导学生感受藏北草原
的景美，人美，激发学生对草原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品味藏北草原之“美”，
体会作者对藏北草原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课时安排：2课时

师生双方教学活动方案预

一、引入新课

1、板书课题：藏北草原。

2、你们对“藏北草原”了解多少？

3、让学生充分交流自己收集的相关信息。

4、再让同学们谈体会。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自由读课文，想想课文给我们介绍了些什么？注意读准字
音。

2、检查学习生字的情况。



3、说一说课文写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4、整体感知，师相机板书。

5、请你根据板书给课文分段。

6、指名回答：

7、师小结：第1自然段、2——6自然段、7——8自然段。

三、深入学习课文，体会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1、自由读第一段，体会情感。

2、指名读，师相机指导。

3、采取多样的读书方式要读，读中进行体会。重点句子“这
就是我的故乡，我深深爱着的藏北草原”。

四、练习本课生字，进行书写。

师生双方教学活动方案预

一、通过朗读引入本节课的学习。

1、齐读第一自然段。

2、师：“我深深爱着藏北草原”，那作者从哪几个方面描写
了藏北草原的？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请只有读课文，把
你最喜欢的地方划下来。

二、深入学习课文，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2、再读，把能表现草原“温柔之美”的语句和词语圈出来，
并批注自己的感受。



3、同座位的同学交流自己的感受。

4、指名反馈。

“绿色是大自然的生命，在这绿的生命中……在草地上飞舞。
”

再引导读重点语句。

6、小结：是啊，这绿绿的草地，雪白的羊群，飘香的酥油茶
构成了这藏北草原独有的美景。难怪作者不禁心中赞叹“美
啊！实在令人兴奋”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情再读。

7、师：“我欢呼、我兴奋、为故乡，为我的藏北草原”藏北
草原不但自然风光美，草原上的人们更美。他们勤劳好客、
勇敢善良，让我们一起深情地朗读师和同学们齐读7——8自
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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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草原 》

教学内容：

1.          歌唱教学：简单的复习《牧歌》

2.          欣赏教学：

c.        舞蹈欣赏：藏族民歌舞蹈《北京的金山上》

教学目标

1.          学会用细腻饱满连贯的声音唱《牧歌》



设计思路

教学过程

3.          组织学生用细腻的饱满连贯有感情的
演唱

5.          播放无伴奏合唱《牧歌》

6.          问题：表演方式有什么不同

7.《我们的新毡房》

引子    a（a+b）   b（c+b）

b        ab         cb

9.同样的我们再来听听看看另外一个类似风格的但用的乐器
是二胡。播放《战马奔腾》二胡曲，陈耀星作曲，乐曲描写
守卫祖国边疆的骑兵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情景，表现了他们
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战马奔腾：二胡曲，陈耀星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乐曲描
写守卫祖国边疆的骑兵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情景，表现了他
们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作者立意清新，富有独
创，绘形传神地刻画了战马奔腾的形象。

乐曲选用了群众所熟悉的进行曲音调以点题，并创造了两个
富有特征的主题：第一主题音调激奋昂扬，节奏铿锵，精悍
有力。第二主题富有歌唱性，表达了边防战士自豪的心声。

我们欣赏到的是作曲家父子两人一起合作的演出录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