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课拉起手教案(优秀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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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一

第二周的时候，我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课——音乐课《箫》。
关于这堂课，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收获：

我是一个比较被动学习的人，初中时成绩的中等偏上到现在
的偏下，既没有差到哪里去，但是也从没有得过第一，没有
体会过那种全力以赴之后的喜悦与快乐的感觉，生活对于我
来说好像就是这样一直波澜不惊，风平浪静。 但是上了这堂
课之后，我发现不能再得过且过了。

我想，如果我态度再端正一点，收获的就绝不是现在的这么
一点点了。我想起朱老师为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带我到教室
开电脑，拷音乐上的歌曲给我，耐心为我解决一个又一个难
题。而我的课，只是上得差强人意。我知道，是我不够努力
的原因。

如果我再认真一点，想好每一个环节，预计将会出现的情况，
可能会好一些，我没有尽全力，我只是去做了这件事，并没
有完全投入进去，所以结果自然不够理想。付出与收获是成
正比的。我想起高洋老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一件事情，要
么不做，要做，就做到优秀的最高境界——独一无二，无可
替代。现在才开始领悟到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态度，是可以
决定一切的。不管从事哪一行哪一业，全力以赴的人总是笑
到最后的人。



我教的这一课是《箫》，好像是里面最难的一首歌，需要优
美、抒情地唱出来。而二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很难
集中。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应该在后面教授歌曲的环节多
做一些游戏互动，让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毕竟上课是一
个双边的过程，只是光靠老师一个人唱独角戏是不行的，还
需要引起学生的共鸣。所以，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
地位他们着想。感谢我们组的其他三位同学，上我的试听课，
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让我知道了，一堂课，教案只是纸上谈
兵的东西，真正要上好，会有许多突发情况发生，也有许多
的小问题、小细节需要发现，遗憾的是我发现了那些之后已
是临近上课的时间，没有多少时间重新背教案了，所以要能
够充分地准备才是最好的。

传统的教学观念认为音乐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术
和音乐知识，所以音乐课又被认为是技术学习课，因此在音
乐课中过多的强调了学习技能、技巧。小学音乐教育并不是
要让每个学生都成为音乐家，在音乐课中把认识乐谱作为每
课必学的内容，并且把会不会识谱作为学生懂不懂音乐的标
准，不但偏离了音乐教学的方向，而且由于纯技术训练带有
一定的.强迫性，容易使学生产生对学习音乐的厌烦心理，进
而造成了学生和音乐之间的距离，以致学生丧失了学习音乐
的热情和信心。心理学家卡格安在观察儿童的行为时发
现“只有那些与他们熟悉的事物有所不同，但又看得出与他
们有一定联系的事物，才能真正地吸引他们”。这就要求我
们在教学中运用多种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办法，巧妙地将学
生与音乐拉近，使学生获得良好的音乐感受，逐渐地喜欢音
乐。

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如果单纯的说唱，死板的讲述乐理知
识，那只会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根据“新课标”
的要求，我在这课堂教学中设置了这样的导入：让大家先听
一首用箫吹奏的曲子，这样可以让大家欣赏到音乐的魅力。
后来在提问时，我问大家听了这首曲子的感受，很多小朋友
都告诉我说感觉很美，这样这堂课的一部分目标已经达到了，



因为我已经让他们通过倾听，充分地感受到了音乐那旋律的
美，音乐课便是要带给大家以一种美得感受，学会一首歌是
次要的，因为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通过我的讲解、演唱等各种
熏陶爱上这首歌的话，那么这首歌便映入到了他们的脑海深
处，而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后面，我让大家在音乐伴奏中
朗读也是如此，只为在优美的旋律中读出那份美感。音乐教
育是一种美育。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二

做为音乐教师，首先应该明确音乐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
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要以音
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
乐审美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
音乐的各种要素、各种手段作出整体性的反应，要积极引导
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内涵，还要坚决引
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从而使学生不仅做到现
在受益，而且做到终身受益。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就从
下列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强调：

1、通过音乐教学，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3、在音乐课堂上培养学生参与和实践能力。

这一课里出现了要求学生进行二声部练习的音乐实践活动。
我在备课时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不要对刚接触二声部的学
生报太大的希望，二声部的训练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
管如此，在教授时我还是被学生弄得焦头滥额。本来唱得很
好的高低声部，一但合起来就是变音变调。看来以后在训练
的过程当中应先给他们多练习音程，多听听合唱歌曲，在大
脑中形成一定的概念，这样有助于学生二声部歌曲的演唱训
练。

在学习乐理知识的时，从基础抓起，让学生学会划拍、打节



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虽然大部分同学有
困难，但学生逐渐就会有进步的。我还用多媒体、电视、音
响等设备，向学生介绍一些民歌、名曲，作为补充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边听音乐、边哼歌谱，反复练习，学生读谱能力有
明显提高。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三

通过实践活动，现在我就从优势和不足这两方面来谈一谈。

本次活动目标是幼儿能够合着音乐的节拍创编各种搓元宵的
动作以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在前反思中我就是想期望通过
活动让幼儿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音乐的伴奏下创编撮元
宵动作，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增加参与活动的自信心。现
在看来幼儿还是能够比较大胆地在音乐伴奏下创编各种动作，
这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因为上一个活动我们进
行了实践活动《搓元宵》，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丰富的搓元
宵动作，才会真情地流露出“揉，揉，揉成团。 搓，搓，搓
元宵”等等语言。当然，在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如何
与节奏相符的困惑。当幼儿说出某个动作后我就及时地配上
语言节奏，借助揉糯米粉、搓元宵等动作，感受并表现音乐
的强弱、快慢。帮助幼儿理解动作与节奏的关系。

材料：为了能够引发孩子的搓元宵经验，使活动的过程更加
富有生活性、情景性。我和幼儿共同收集了许多的搓元宵活
动的图片等，引导幼儿说出搓元宵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可以
增强情境性，另一方面达到调控的作用。

方法：在这个主题背景下的音乐活动中，我努力将孩子们推
向前台，采用让孩子教孩子的方法来丰富自己的舞蹈语汇。
我自始自终在观察孩子动作的基础上对孩子的动作用语言、
节奏、肢体来扩大与提升。同时，为了防止动作的枯燥，我
抓住孩子的瞬间引领他们两两搓，不同方位的搓。并在语言
节奏的支配下尽可能地使孩子的动作与音乐相稳合。在以往



的舞蹈教学中，印入我脑海的目标是通过多种方法让孩子学
会舞蹈。而如今通过对二期课改精神的学习与实践，我懂得
了会学远比学会来得重要。因此，在活动中不注重技能的掌
握，而是让幼儿自由探索习得的经验。

我能扑捉孩子的瞬间，引领孩子进行两两合作、互相搓。满
足了他们的愿望。音乐结束时小朋友集 体做汤圆的造型，把
活动推向了高潮，整个活动氛围很好，孩子们情绪高涨。

整个活动中我有些着急，体现在当幼儿还沉浸在自主搓元宵
的快乐时我应该顺应孩子的需要，再让他们体验一次。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四

我认为音乐教学中学生普遍存在识谱问题和喊唱问题。

在音乐课堂上学生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唱歌、律动、游戏，一
旦让他们识谱，顿感无趣，课堂气氛也会出现冷场。学生普
遍喜欢唱歌词，不喜欢唱歌谱，有的学生模唱歌曲，尤其是
直接模唱歌词、旋律的能力相当强，但是让其唱谱却感到吃
力。

教学时我认为应该提高学生识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若能对歌谱感生兴趣、喜爱唱谱，那学习歌谱就不会被
动。因此我采用游戏法，帮助学生识别音符的唱名和时值。

在音乐教学中首先要有正确的音乐教学目标并且表述应明确、
具体和简洁，主要涵盖本课时学习的具体内容、方法、过程
及要达到的程度和水平。教学目标由单向变成多维是音乐新
课程同传统音乐课程在目标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以往，音
乐教学目标重点关注的是知识与技能方面，例如，“学习sol，
mi两音，能够唱准它们的音高。用sol，mi两音及四分、八分
音符和四分休止符创造简单的旋律”，“指导学生准确和谐
地唱好这首歌曲。通过欣赏及讲解使学生掌握大合唱的有关



知识，了解作曲家冼星海的生平”，等等。上述目标缺乏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过程与方法”维度不清晰，
主要突出了 “知识与技能”维度。正确的目标确立方式应该
是三个维度的表述。

在音乐教学中，经常听到学生唱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用喉咙
“喊”出来的。这种歌声听似热情高涨、情绪激动，具有
“响亮”的效果，但歌唱的持久性差，不柔和，苍白，歌声
缺少美感。在教学中应向学生讲明大声喊唱是不好的歌唱习
惯。然后有选择地对学生进行声音训练，注重闭口音的发声
训练，用“lu”字哼唱，创编一些简短的曲调，学生易接受又
爱唱，声音也易得到统一。在歌唱中对同学们加强集体观念
教育，讲清全班就是一个整体，如一个合唱队，要求整齐统
一。如果为突出个人而大声喊唱，就会破坏全班歌声的统一
和谐，让学生注意自己的声音融于集体的歌声之中。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五

《花儿朵朵》是一首由欣赏曲《快乐的啰嗦》主题词而来的
一首歌曲，歌中将儿童比做盛开的花朵，表现出儿童活泼，
健康，向上的形象，《花儿朵朵》教学反思。本课我设定的
教学目标是能够用活泼，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花儿朵朵》能
跟老师模唱旋律，提高一定的音乐感知力，为了完成我的教
学目标，我重点关注了几个环节：

1，导入环节

这是一首彝族民歌，学生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比较陌
生，在课的导入环节，我用

多媒体展示了彝族的风土人情和他们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
由此引出彝族人民非常喜爱唱歌弹琴，出示打击乐响板和串
铃，教师示范演奏，学生模仿，演奏熟练以后，在老师的带
领下边念歌词边进行演奏，教学反思《《花儿朵朵》教学反



思》。

2，学唱歌词环节

这是一首简单易学的歌曲，在学唱歌曲环节，我采用了整体
听唱法学习歌曲，要求学生用la随琴哼唱，在逐步过渡到唱
歌词，期间我还采用了师生接口唱，生生接龙等形式进行反
复练唱。

3创编环节

在老师带领学生熟悉歌词以后，引导学生自己填词，在进行
演唱，在唱好歌曲的基础上加入教材中的呼喊声，在将呼喊
声教给学生，在进行分组表演，一组演唱歌词，一组加入呼
喊声。

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了一些不足之处,学生在填词环节表现
的不是很好，歌词创编的比较随意，没有注重格式，加入呼
喊声环节没有表现好，有些乱，可能是我没有很好的引导他
们，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六

1、通过学唱歌曲《长城放鸽》，学生能用抒情、豪迈的情绪
和优美的声音来演唱歌曲，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2、能够依据《长城放鸽》的节奏、旋律特点，理解歌曲的情
绪，并用热情、欢快、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3、充分运用多听多唱的方法强化学生的音准概念。

4、培养学生从小养热爱祖国的良好品质。

开始第一乐句运用了合唱的形式，来模仿鸽子发出的声音。



因此，学唱这一句时，先让同学们观看了一段放飞哨鸽的视
频，让学生直观感受哨鸽的声音，从而体会这一句选择合唱
方式的原因。这首歌中切分节奏较多，而且还是弱起的切分
节奏，比较难。在学唱前，我先带领学生拍击了这一节奏，
然后再歌曲中找出这一节奏，这样既熟悉了歌曲，有熟悉了
节奏。歌曲中的弱起节奏较难把握，我让同学们用拍手的方
式代替休止符，从而感受弱起节奏的感觉。

总的来说这堂课教学目标完成，但是在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上
还有待增加。在课的后半段有些同学开始走神，因此还需丰
富些教学方法，从而保持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音乐课拉起手教案篇七

1、应多设计一些让学生活动的音乐项目。如能够加入“群众
身势练习”，用拍手跺脚来更好的感受八分和十六分节奏。
这样学生的用心性会更高的。

2、小组合作学习分工要更明确，让每一组只完成一项资料，
这样学生的合作会更有效率。

3、教具的制作不够完美，比较粗糙，还可做得更好，比如能
够做一个大门，欢迎小鸡等。

这节课是我的一个创新尝试，虽然不完美，但是在创新教学
上我还是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地推
陈出新，让自我的思维火花点燃所有孩子的创造力！

1、教学环节缺乏一些创新的设计

2、教师过于强调自身的教，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