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篇一

核心提示：这次选择五年级教材《杨柳青》这首江苏民歌进
行教学，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进步的机会。这是一首
关于江苏地方特色的民歌，描写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愉
快情景。...

前段时间，我执教了江苏民歌《杨柳青》。长久以来，我上
课的风格基本上定位为活泼、童趣的儿童歌曲为主。这次选
择五年级教材《杨柳青》这首江苏民歌进行教学，对自己来
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进步的机会。这是一首关于江苏地方特色
的民歌，描写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愉快情景。我是从民
歌的特点和当地方言特点为主线，从扬州民歌《茉莉花》导
入，使学生对扬州产生初步印象，再联系到李白的《送孟浩
然之广陵》，激发学生学习江苏民歌的兴趣。学习用当地方
言学唱民歌，并结合民歌的特点对歌曲进行了分析与处理。
在成功完成歌曲教学后，我把歌曲做了课外的延伸，欣赏其
他变体和填词的《杨柳青》以及古筝独奏，在对扬州充满好
奇的时候，又在音乐声中欣赏扬州的美丽风光。通过此课的
教学，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关注民族
文化，关爱自己的家乡作下铺垫。

对自己设计的这堂课，我自己觉得优点是：教学结构清晰，
又简入深，层层铺垫，循序渐进，歌曲教学的比较扎实。整
个课堂气氛活跃，教学完整。不足之处：我觉得自己的语速
过快，没有留下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思考，教学状态不够松弛，



有急于把课上完的急切情绪存在，这样不利于学生的放松与
思考。另外，歌曲中的难点，在备课时细节处理的不够仔细，
比如：附点，一字多音，如果把这些难点进行充分的分析，
那么，我相信学生在学完这首歌曲时的收获就更大，以后碰
到类似的问题就会自行处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调整，把第一段导入部分，欣
赏扬州风光的放在了拓展部分，这样子的好处是将课堂的教
学过程作为重点，对于扬州的了解是拓展部分，可根据课堂
学生接受程度不同改变课堂。总之，一堂好的课是要经过不
断的修改与磨合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课，只有相对完
美的课。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每节课都能少点遗憾，
多点收获。

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篇二

《故乡的“水墨画”》是西师版教材十册第一单元的课文，
本单元共有四篇课文以“自然风光、家乡美景”为主题，这
四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自然风光”这一单元主题，从不同角
度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绚丽风光。《故乡的水墨画》这篇
课文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的美丽画卷。其中有长满
菱角的池塘，有采菱欢乐的笑声，也有那美味的菱角，让我
们感受到江南水乡风景的独特、美丽。抒发了作者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积累优美的词句。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重点词
句，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在教学《故乡的“水墨画”》时，最吸引人的要数故乡的采
菱女或划一叶扁舟，或荡一只水盆，熟练轻盈地采菱角的情
景了。于是，我摇身一变，变成了那快乐的采菱女，一边唱
着愉快的采菱曲，一边熟练地采着菱角。孩子们就成了站在
岸边眼巴巴地等着吃新鲜菱角的小孩，我慌忙把“水盆”划
过去，塞一把放进他们的衣袋，他们的小脸便个个灿烂如花
了！这样的'情景互动，让我和孩子们都融入到文字之中，置
身其中，快乐无边，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作者洋溢在字里行



间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随后，我们又请班级的一位“小导游”带着我们游览了美丽
的塔木钦大草原和迷人的葡萄沟，她生动地讲解让我们看到
了异域美丽的风情：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那似乎是从地
面拱起的巨形彩虹门；那变换多端的云彩；那晶莹透亮
的“绿玛瑙”；那甘甜美味的葡萄干，无一不让我们惊叹，
无一不让我们流连忘返！

在和孩子们一起徜徉在这些美丽的文字间的时候，那种心随
文动的心境处处可见。尤其是师生一起共同畅想某一个美丽
的场景的时候、共同演绎某一段文字的时候，那种和作者心
灵的契合便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快乐，更活跃起来。在我
们的心里，那些毫无生气的文字也变得更加美丽起来。

把语文课上成属于孩子们的课，让他们沉醉其间，少去程序
化，少去说教，便会让语文教学更有生命力！

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篇三

我们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反思。课堂不是车间的流水线，同
样的教学方法方式，三十六名学生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反应。
因此在不同班级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我们教师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法方式，不断的验证在备课时设计的反思，对
症下药。例如，最近教学第三课《难忘的歌》，有一首歌曲是
《共产儿童团歌》，让学生边聆听边思考：“你能把你知道
的哪些小英雄的名字告诉大家吗？”同样一句简单的话，二
班的学生争先恐后的抢着回答，有闪闪红星里潘冬子，有小
兵张嘎，刘胡兰，王二小等等。而一班的学生却无人回答，
最后由我自己向学生说明。就如镜头一出现的两个平行班级
之间班级的天壤之别，让我领悟到反思的重要性，我们就该
问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
是我们反思中需要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不断的提出
质疑，不断的积累教学经验，并在平行班尝试不同的教学方



法，以求得更佳效果。

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篇四

本堂课以引导学生感受歌曲《跳吧！跳吧！》的节奏、旋律、
速度、情绪等特点；能用热烈、欢快的情绪和轻快有力的声
音演唱歌曲；在歌唱中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音乐的美好为
教学目标，基本达成该目标。

课堂气氛比较活跃，过程流畅，组织形式比较多样，渗透了
一定的音乐基本知识。但是还有许多的不足，在教学语言方
面，把握还不够到位，语速、音量都可以有所变化，特别在
重点部分可以重复几遍；在开始的导入部分，播放视频的时
候，时间都空白了，应该适当的提示学生看这段视频要关注
的地方；在气氛调节方面，可以更好的利用音乐（如：打击
切分节奏）来调动课堂气氛；此外，重点的突破还需加强。

小学音乐五年级教案篇五

1、了解诗歌大意，能有感情地朗诵古诗，背诵古诗。

2、借助注释、图画了解、想象诗中描绘的景物。

3、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了解诗歌大意，能有感情地朗诵古诗，背诵古诗。

教学难点：了解诗歌大意，能有感情地朗诵古诗，背诵古诗。

教学时数1

板书设计：

寒食



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效果及自学能力。

(1)指名读。(读后评读)

(2)填空练习。《韩食》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所做。

二、教师点拨。

(1)知诗人，解诗题。

韩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进士。官至中书舍
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原有诗集，后散佚，明人辑有
《韩君平集》。

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
清明前两天。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按风俗家家禁火，只吃
现成食物，故名寒食。

(2)明诗意,感情读。

师：自由读诗，结合注释看能不能说说诗句的含义。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诗人立足高远，视
野宽阔，全城景物，尽在望中。“春城”一语，高度凝炼而
华美。“春”是自然节候，城是人间都邑，这两者的结合，
呈现出无限美好的景观。“无处不飞花”，是诗人抓住的典
型画面。春意浓郁，笼罩全城。诗人不说“处处飞花”，因



为那只流于一般性的概括，而说是“无处不飞花”，这双重
否定的句式极大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有效地烘托出全城皆已
沉浸于浓郁春意之中的盛况。诗人不说“无处不开花”，而说
“无处不飞花”，除了“飞”字的动态强烈，有助于表现春
天的勃然生机外，还说明了诗人在描写时序时措辞是何等精
密。“飞花”，就是落花随风飞舞。这是典型的暮春景色。
不说“落花”而说“飞花”，这是明写花而暗写风。一
个“飞”字，蕴意深远。由此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诗人炼字
的功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首诗能传诵千古，主要是其
中的警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而这一句诗中最能耀人眼目
者，就在一个“飞”字。

“寒食东风御柳斜”，春风吹遍全城，自然也吹入御苑。苑
中垂柳也随风飘动起来了。风是无形无影的，它的存在，只
能由花之飞，柳之斜来间接感知。照此说来，一个“斜”字
也是间接地写风。

第三、四句，论者多认为是讽喻皇宫的特权以及宦官的专宠。
不过我们也不妨只视之为风俗画。“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
散入五侯家”。这其中写实的成份是主要的。唐代制度，清
明日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以示恩宠。又寒食日
天下一律禁火，唯宫中可以燃烛。“日暮汉宫传蜡烛”，皇
帝特许重臣“五侯”也可破例燃烛，并直接自宫中将燃烛向
外传送。能得到皇帝赐烛这份殊荣的自然不多，难怪由汉
宫(实指唐朝宫廷)到五侯之家，沿途飘散的“轻烟”会引起
诗人的特别注意。

(3)悟诗情。

读到这里，你会想到写什么?

(4)朗读全诗。

三、作业设计：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练习背诵

小学五年级语文《寒食》教学反思

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
清明前两天。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按风俗家家禁火，只吃
现成食物，故名寒食。由于节当暮春，景物宜人，自唐至宋，
寒食便成为游玩的好日子，宋人就说过：“人间佳节唯寒食。
”(邵雍)唐代制度，到清明这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
近臣，以示皇恩。唐代诗人窦叔向有《寒食日恩赐火》诗纪
其实：“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
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正可与韩翃这一首诗参照。

此诗只注重寒食景象的描绘，并无一字涉及评议。第一句就
展示出寒食节长安的迷人风光。把春日的长安称为“春城”，
不但造语新颖，富于美感;而且两字有阴平阳平的音调变化，
谐和悦耳。处处“飞花”，不但写出春天的万紫千红、五彩
缤纷，而且确切地表现出寒食的暮春景象。暮春时节，袅袅
东风中柳絮飞舞，落红无数。不说“处处”而说“无处不”，
以双重否定构成肯定，形成强调的语气，表达效果更强
烈。“春城无处不飞花”写的是整个长安，下一句则专写皇
城风光。既然整个长安充满春意，热闹繁华，皇宫的情景也
就可以想见了。与第一句一样，这里并未直接写到游春盛况，
而剪取无限风光中风拂“御柳”一个镜头。当时的风俗，寒
食日折柳插门，所以特别写到柳。同时也关照下文“以榆柳
之火赐近臣”的意思。

如果说一二句是对长安寒食风光一般性的描写，那么，三四
句就是这一般景象中的特殊情景了。两联情景有一个时间推
移，一二写白昼，三四写夜晚，“日暮”则是转折。寒食节
普天之下一律禁火，唯有得到皇帝许可，“特敕街中许燃
烛”(元稹《连昌宫词》)，才是例外。除了皇宫，贵近宠臣
也可以得到这份恩典。“日暮”两句正是写这种情事，仍然
是形象的画面。写赐火用一“传”字，不但状出动态，而且



意味着挨个赐予，可见封建等级次第之森严。“轻烟散入”
四字，生动描绘出一幅中官走马传烛图，虽然既未写马也未
写人，但那袅袅飘散的轻烟，告诉着这一切消息，使人嗅到
了那烛烟的气味，听到了那得得的马蹄，恍如身历其境。同
时，自然而然会给人产生一种联想，体会到更多的言外之意。
首先，风光无处不同，家家禁火而汉宫传烛独异，这本身已
包含着特权的意味。进而，优先享受到这种特权的，则
是“五侯”之家。它使人联想到中唐以后宦官专权的政治弊
端。中唐以来，宦官专擅朝政，政治日趋，有如汉末之世。
诗中以“汉”代唐，显然暗寓讽谕之情。无怪乎吴乔
说：“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
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
也。”(《围炉诗话》)

据孟棨《本事诗》，唐德宗曾十分赏识韩翃此诗，为此特赐
多年失意的诗人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显职。由于当时江
淮刺史也叫韩翃，德宗特御笔亲书此诗，并批道：“与此韩
翃”，成为一时流传的佳话。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形象大
于思想”(高尔基)，此诗虽然止于描绘，作者本意也未必在
于讥刺，但他抓住的形象本身很典型，因而使读者意会到比
作品更多的东西。由于作者未曾刻意求深，只是沉浸在打动
了自己的形象与情感之中，发而为诗，反而使诗更含蓄，更
富于情韵，比许多刻意讽刺之作更高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