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 人教
版小学二年级音乐教案(精选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的学生特
点进行个性化调整。以下是一些中班教案范文，您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教学情况进行参考和借鉴。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一

教学目的：

1、通过听赏打击合奏《鸭子拌嘴》，使学生初步接触并喜欢
民间音乐。

2、通过介绍我国丰富的打击乐器和学生的实践活动，使孩子
们知道各种丰富的音响能生动地表达一定内容。

教学重点：认识打击乐器

教学难点：听便乐器的音色，并用乐器表现动物的形象。

教具：鸭子拌嘴动画课件、录音机、碰铃、三角铁、舞板、
双响筒、小鼓、铃鼓、锣、镲。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律动。老师和学生听音乐做律动

2、游戏。

师：老是这有一棵打击乐树，请同学到树上找出上节课认识



的打击乐器(碰铃、三角铁、舞板、双响筒、小鼓、铃鼓等)

学生认识打击乐器并做节奏回声游戏。

通过听辨，学生进一步熟悉各种打击乐器的音色及名称。

3、检查学生模仿、自制的打击乐器为歌曲《新年好》伴奏。

(二)新课

1、师介绍打击乐器-----锣、镲

2、出示课题------《鸭子拌嘴》

师：同学们知道拌嘴什么意思吗？

生：拌嘴是吵架的意思。

3、学生带着鸭子拌嘴这个问题出听全曲。(生听完谈自己的
想象，有的还编成小故事说出来)

4、看动画片《鸭子拌嘴》，要求学生边看画面，边听音乐，
并说出听到乐曲中有哪些打击乐器。

生：有锣朋友和镲朋友的声音。

师：这首乐曲描写一群小鸭子(用小镲演奏)、大鸭子(用大镲
演奏)清早走出舍门来到池塘，戏水打闹，饶舌拌嘴，然后心
满意足摇摇摆摆回窝去的生动情景。

5、创作活动

(1)老师引导学生进行铺垫练习了，利用形象思维，启发学生
自觉进行节奏片段创作。师：请同学们用自制打击乐器发出
的声音，来表现一只小狗在啃骨头的声音；一只小老鼠在偷



吃东西的声音。

(2)学生用自制打击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来表现一定的音乐形象
后，创作一首自己的《鸭子拌嘴》，边看画面边创作。师用
小镲表现小鸭子并用录音机录制。

(3)播放师生共同创作的《鸭子拌嘴》通过听赏进一步启发学
生的想象空间。

6、再次听赏《鸭子拌嘴》

老师要求学生用自己创作的《鸭子拌嘴》和此曲作比较，鼓
励学生多学音乐知识，将来就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

(三)小结：希望同学们在以后听赏乐曲时，都能展开想象的
翅膀，在音乐的天空中翱翔。

(四)下课：播放《鸭子拌嘴》音乐，学生变成一个个小鸭子
走出教室。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二

1．通过游戏能够进一步熟悉数字1、2、3。

2．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鸡蛋、小筐、数字1、2、3，小鸡宝宝。

1．律动《小小蛋儿把门开》引起宝宝的兴趣。

2．复习数字1、2、3。

“今天有几个数字宝宝要来我们班做客，瞧！它们坐着小汽
车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几个数字宝宝呢？”



“有数字1、数字2、数字3。”

“这是数字1的家，这是数字2的家，这是数字3的家。”

“现在数字宝宝要和我们小朋友一起来玩藏猫猫的游戏，哪
个数字出现在小朋友的眼前，就请小朋友拍一下这个数字宝
宝，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数字几。”

3．通过情景游戏，让宝宝知道数与量的对应。

（1）发挥宝宝主动性，帮助蛋宝宝找家。

老师：“宝宝们，你们听是什么声音？”

咯咯哒、咯咯哒、老母鸡真能干，又捉虫子又下蛋，哇！下
了一个蛋！

老师：“那一个蛋应该送到数字宝宝几的家呢？”

宝宝：“送到数字‘1’的家。”

老师：“那找一个宝宝来送吧”

（请一个宝宝来送，并引导宝宝边送边说一个鸡蛋送到数字
宝宝“1”的家）

小结：一个鸡蛋到数字“1”的家，两个鸡蛋送到数字“2”
的家，三个鸡蛋送数字“3”的家。

（2）宝宝积极参与，进一步练习1-3数与量的对应。

（老师请三个宝宝上来孵小鸡，引导其他的宝宝来喊1、2、3
加油—）

老师：“鸡妈妈真能干，我们来看看这只鸡妈妈孵出来几只



小鸡？”

宝宝：“一只。”

老师：“那一只小鸡应该送到数字宝宝几的家呢？”

宝宝：“送到数字‘1’的家。”

（请宝宝来送，并引导宝宝边送边说一只小鸡送到数
字‘1‘的家）

小结：一只小鸡送到数字‘1’的家，两只小鸡送到数
字‘2’的家，三只小鸡送到数字‘3’的`家。

（3）今天我们还给这群可爱的小鸡准备了玩具呢！快来看看
都准备了哪些好玩的玩具呢？

小结：一个玩具送给一只小鸡，两个玩具送给两只小鸡，三
个玩具送给三只小鸡。

4、放松环节

鸡宝宝今天好开心，你们开心吗？我们一起带着鸡宝宝们一
起出去玩玩吧！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三

能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并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音乐符号d.c的学习

二、新授

初听歌曲：歌曲中都讲了些什么？



它的演唱形式是什么？

再听：轻声哼唱旋律

再听：轻声u哼唱旋律

音乐符号的认识：

在歌曲中有几个音乐符号？（反复记号）（结束句）

还有一个音乐符号你从没有学过但是，也在歌曲中出现了，
你能找到吗？d.c--反复记号，教师讲解它是如何进行反复的。

学唱：教师范唱第一乐段

教师弹琴，学生轻声试唱第一乐段。

教师指导演唱，注意附点音符的唱法。以及切分节奏的演唱。
随录音学唱第二乐段，感受歌曲的愉快情绪。

打击乐器选择为歌曲配乐。

师：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首好听的儿童歌曲，你们
学的很快。这里有几个节奏

出示节奏谱：

xx|xx|xx|xx||（双响筒）

x-|x-|x-|x-||（撞钟、铃鼓）

学生选择适合歌曲的打击乐器。

随录音进行单一试奏。



大家单打都很不错之后，全体一起为歌曲伴奏。

三、今天我们一起用打击乐器为歌曲《小孩世界》伴奏，大
家打多非常好。为歌曲增色不少，使这首活泼欢快的歌曲更
加丰富了，更加能够体现我们的童年生活是让人向往让人难
忘的，希望我们同样拥有快乐的童年，永远有一颗纯真的童
心。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四

一、教学目标：

1、聆听《图画展览会》，能够感受、体验乐曲中音乐要素
（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在表现音乐情绪、刻画音乐
形象中的作用，理解音乐的内容及意境。

2、通过小组合作，在理解音乐意境的基础上，能创编哑剧动
作将音乐加以再现。

3、通过欣赏、创编、表演，掌握“音画”这一概念。

4、利用上网查阅、预先收集视听资料等多种渠道，学会用自
学的方式了解穆索尔斯基这个音乐人物。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教学重点：欣赏《图画展览会》中《漫步主题》、《两个
犹太人》两个音乐段落，体验音乐要素在表现越情绪中刻画
音乐形象的作用。

2、教学难点：根据音乐，发挥想象创编哑剧并表演

三、教学准备：



蓝牙发送、接收设备、黑板、音箱

四、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学生进入教室，并按老师要求，以“u”型方阵入座。

2、左中右三个方阵各请一名同学抽一签。（数字号码将为课
程中的表演、体验做好准备工作）

（二）新课导入：

提问：同学们有没有去参观过一些展览会啊？去过哪些展览
会呢？（汽车展、售楼展、动漫展、画信展、美术展、古玩
展等等）

今天，老师将邀请你们用耳朵去参观一个图画展览会。（有
议论声）是不是觉得老师刚才的话说错了？耳朵如何去参观
画展？其实一点没错，一会儿，我们就将在*作曲家穆索尔斯
基音乐的引领下去参观一个精彩的图画展览会。

点题，音响：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哈特曼

音乐——音画作品——美术

（三）新课教学：

1、大家平时参观展览会的时候通常会选择用怎样的步伐速度
呢？（快速、中速、慢速）学生选择其一。

以上环节目的：体会音乐要素中速度与情绪对作品的影响作
用，并对《图画展览会》中衔接各乐段的《漫步主题》有一
个初步印象。



3、刚才大家听到的《漫步主题》是穆索尔斯基作品《图画展
览会》中最为重要的一段音乐。因为这部作品是曲作者穆索
尔斯基去参观亡友俄罗斯画家和建筑家哈特曼的遗作展览后，
经过筛选从中挑出他最感亲切的肖像画、风俗画以及与民间
创作密切相关的画面，写成的一套音箱曲。全曲共分《侏
儒》、《古堡》、《杜衣勒里宫得花园》、《墓穴》等十段
音乐。每一段乐曲描绘了特定的景物，（强调、语气加重）
而整个作品则用《漫步主题》加以贯串和统一起来，所以说
这段音乐在这个作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跟随音箱伴奏，随老师一起将这段音乐主题进行视谱演唱。

5、熟悉漫步主题后，我们将在它的旋律伴随下来欣赏图画展
览会中展出的一幅作品《两个犹太人》。

以上环节目的：简单介绍《图画展览会》的创作背景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理解下面的音乐旋律。《漫步主题》的视谱演唱，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牢记这段贯穿全曲的音乐旋律，同时也能
帮助学生练习音乐视唱能力，为下一个环节做好铺垫。

6、伴随着轻声的“漫步主题”音乐欣赏图片（音响）。画面
中有两个人物，请用词语来形容这两个人的特征。请中间方
阵的同学回答。（消瘦、哀怨、贫穷、富有、肥胖、蛮
横……）

7、这幅画中的两个犹太人，是作者哈特曼在1868年旅行时写
生的模特儿。其中一个富有、肥胖、自满而乐观；另一个贫
穷、消瘦、哀怨。

10、填写结束后对《两个犹太人》音乐段落进行欣赏，边听
边看刚才填写的表格是否正确，另外两个方阵的同学在音乐
结束后对表格的填写进行批改。

11、请同学根据刚才听到的音乐来设计一段哑剧动作，三个



方阵各派一组代表，看哪组能将音乐与图片中这两个人物的
特征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给2分钟排演，同时轻声播放音乐，
教师到各组给以辅导）

12、请中间方阵第一个上场表演，配合音乐开始部分，进行
哑剧表演。随后是左右方阵。

13、小组相互点评，教师点评各组优缺点，并给表演得的方
阵加分。

以上环节目的：根据抽签情况，确定中间方阵同学回答这幅
画面介绍。为了避免重复教学方式，所以此处设计为填写表
格与哑剧表演。表格的填写可以帮助学生明确音乐要素对音
乐人物形象刻画上的作用，哑剧表演可以让学生更直接的参
与实践，通过不同的方式再次点题，体会音乐中所要表现出
的画面。点评加分能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

（四）巩固新课：

今天我们欣赏了*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图画展览会》中的
《漫步主题》、《两个犹太人》两首音乐作品。回忆轻声哼
两句，加以巩固复习。

以上环节目的：课程结束前的小结，帮助学生再回顾今天课
上所学的知识与欣赏过的音乐，通过回忆帮助大家再次明确
理解何谓“音画”这种音乐体裁。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五

一课时

1．学习歌曲《春风》

2．听赏小提琴协奏曲《春》



1、歌曲《春风》，是一首日本儿童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充
满着天真烂漫的儿童情趣。全曲为4/4拍子，大调式，二段体
结构，第一乐段（1——8小节）运用弱起小节、切分音，歌
词用拟声词“噜”描绘出和煦的春风轻轻吹佛大地的生动场
景。第二乐段（9——16小节），前四小节旋律舒展、轻盈，
展现了“嫩芽笑颜开”、“歌声响四方”的春天景色。特别
是第12小节变化音的运用，使歌曲童趣盎然，充满生机。后
四小节运用简单的二部合唱，进一步表现了万物复苏、生机
勃勃的春光美景，表达了儿童对春天的热爱。

2、《春》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维瓦尔第的一部作
品，作者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在欧洲广泛流传。1725年他出
版了分别冠以“春、夏、秋、冬”副题和每首配有小诗的四
首协奏曲，被统称为《四季》，而《春》就是其中的一首。

1、能够自信的与同学们合作，用甜美、自然的声音轻松愉快
的学会演唱歌曲《春风》，用歌声表达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
之情。

2、能认真听赏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第一乐章，能熟悉音乐
主题，感受音乐情境。教学设想：

春天来了，在温暖的春风吹拂下呈现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的景象。人们喜爱春天是由于不仅远离了寒冷，还可以尽情
地去享受鸟语花香，花红绿叶的大自然。本节音乐课
以“春”为情境主题，根据学生对春天已有的感受与经验，
我设计了歌曲《春风》和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春》的教学活
动，歌曲的教学主要是让学生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旋律，并
能用甜美自然的声音轻松愉快的与同学合唱二声部；欣赏
《春》的教学，让学生感受每一段的音乐形象，激发学生的
音乐情感，达到培养学生音乐审美的目的。

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启发学生感受每一段的音乐形象。



能用甜美自然的声音轻松愉快的与同学合唱二声部

cal课件、钢琴

1、听音乐进教室

2、师生问好

师：同学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美丽的图画。（cal课
件播放）（展示一组春天风景图片。）（背景音乐歌曲《春
天在哪里》）

1、同学们边欣赏，边讨论

2、师：同学们还能说出那些描写春天的诗歌，歌唱春天的歌
曲？

（学生分别展示课外收集的有关春天的诗歌和歌曲）

讨论交流。

1、初听《春》（cal课件播放《春》第一乐章）

听完了刚才的`音乐，说一说你对春天有什么感受？（学生发
言，教师指导）

2、介绍作者及乐曲背景

这首乐曲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安乐尼奥·维瓦尔第
（1678——1741）的一部作品，作者创作的小提琴套曲《四
季》旋律优美，曲意清新，备受人们的青睐。《春》是《四
季》中的一首。

3、复听《春》（cal课件播放《春》第一乐章）



讨论，乐曲中用的什么乐器？模仿了什么的叫声？（引导学
生体验小提琴音色）

4、唱一唱

学生跟音乐轻生哼唱主旋律

1、听一听

cal课件出示带有歌词的大歌单，播放歌曲《春风》

师：春风唱着轻快地歌声向我们吹来，我这里有描绘春风吹
来的旋律，请同学们用“噜”来模唱。（复听音乐）

师：歌曲用什么力度？

板书：轻快的mp

2、唱一唱

学生跟着音乐轻声模唱歌曲（体验歌曲轻松活泼的意境）

3、小组展示

4、二声部合唱训练

cal课件播放低声部范唱音乐

教师弹琴，学生跟唱

5、师生合作二声部歌唱

6、演唱全曲

7、分角色演唱



8、学生互评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欣赏了《春》，学会演唱了歌曲
《春风》，从中领略到了春天的美好时光，愿每位同学都在
这美好的春天里有新的收获，获得健康成长。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六

了解歌曲《苏珊娜》

1、简介

《苏珊娜》是一首美国乡村民谣，这首欢快的歌谣曾经风靡
全球，它是由斯蒂芬·福斯特1847年写的一首歌，同年9月11
日在匹兹堡的“雄鹰沙龙”上首次演出。翌年美国西部发现
金矿后，大批的淘金者就是唱着这支生动、活泼的歌直奔加
利福尼亚的。后来这首歌曲又飘洋过海，传遍了整个世界，
一直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2、创作故事

据说当时在匹兹堡担任仓库点收员的福斯特，发起并组织了
一个业余男声五重唱团。其中有位团员的妻子叫苏珊·肯脱
莱脱，相貌十分美丽动人，除了一头金色的卷发外，她爽朗、
活泼、直率的性格也非常惹人喜爱。作者福斯特正是以此为
灵感，创作出本曲的。歌中表达了主人公对苏珊娜的刻骨铭
心的爱。为了这份爱他可以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了爱人
黄土埋身也心甘情愿。他远离家乡，四处寻找心上人，冒着
酷暑顶着烈日心却像冰一样的冷，但此心不变。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苏珊娜》，初步感受美国乡村音乐的风格特点，
并跟着音乐，用肢体来感受和表现。



2用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苏珊娜》，表现出歌曲的轻松、诙谐
的情绪。

二教学重难点：

1解决歌曲中的附点节奏。

2用轻松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苏珊娜》

三教学用具：

蓝牙发送、接收设备音箱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牛仔很忙》（一段）

师：今天的音乐课上老师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
你们肯定都很熟悉，听听是谁唱的。（边听边引导学生唱、
动。）

生：周杰伦《牛仔很忙》

师：你们喜欢周杰伦和他的歌吗？为什么？

生说。

生：不知道或知道。

2《苏珊娜》

生说：……..



师说：轻松、随意、欢快。乡村音乐来自于美国西部的乡村
小镇，是那里的人们口头传唱的，所以非常的随意、自
在！“苏珊娜”指的是一个朋友或是一个爱人，是一个叫起
来很亲切随意的名字。

伴奏乐器听出来了吗？是班卓琴，是吉他族成员的一种，我
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图片（ppt），上部像吉他，但是下半部是圆
圆的像铃鼓一样，不像吉他是一个大大的八字型，因为它的
琴身变小了，所以它的音色更加的透亮、干脆。因为它有五
根弦所以它又叫五弦琴。

3完整听《苏珊娜》

师：下面我们来完整听赏这首歌曲，可以跟着音乐随意的动
一动。（边听边跟老师拍手）

二教唱歌曲《苏珊娜》

1初听

师：这么经典的歌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老师想给大家唱
一唱《苏珊娜》，你们欢迎吗？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演唱请跟
着我的歌声打节奏或用身体动作来表现歌曲的情绪。另外，
请大家说说歌曲表达了怎样的情感。（ppt展示歌谱）

生说。

师：这首歌通过乐观、诙谐的曲调来表达朋友间真挚的友谊。

2视唱

师：谁是否能哼唱出一两句歌曲的旋律了？

请一个学生唱。



师弹琴，全体学生试着唱歌词。

3歌谱教学

师：非常好，这首歌曲的旋律很简单，全曲几乎是一个乐句
在重复，但似乎又有一些变化，好，让我们来学唱第一句。

看第一句歌谱，学唱。（唱谱或用lu）

师：我们来唱一下这句的歌谱。

学唱第二句歌谱。

师：，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乐句，它与第一句的区别是什么？

生说，然后学唱。

学唱第三句歌谱找不同

学唱第四句再找不同。

连起来唱歌谱。

3唱歌词（出示完整谱面）

用听唱法。

完整演唱

加速演唱

处理：

1提醒学生用轻快跳跃、轻松的声音来演唱。突出附点，其他
弱。



2可以用“dv”来演唱第二段，唱出轻松自在的感觉。

三拓展：

1欣赏两首美国乡村音乐《随风飘荡》和《什锦菜》

师：今天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两首乡村音乐，请大家一起来
欣赏。

生听。并简单说说自己的感受。

师总结：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美国乡村音乐随意、自由、
奔放，不受性别和年龄限制，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一把
吉他，外加班卓琴和口琴乐器的伴奏，歌手便可以尽情抒发
他们心中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

2再唱《苏珊娜》

师：同学们，最后让我们用热情奔放的歌声再次演绎这首经
典歌曲《啊苏珊娜》。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七

教学目标：

1、在欣赏生动形象的器乐曲中获得乐趣、更加热爱音乐。

2、在欣赏器乐曲的过程中能逐步注意节奏、速度、力度等音
乐表示要素对于塑造音乐形象的作用。

3、通过模仿学习创编，培育求新求异思维，对创编感到兴趣。

教学过程：



1、导入

本节课我们要欣赏两首非常好听、非常生动形象的器乐曲。
欣赏器乐曲，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了，大家要继续努力、
器乐曲没有歌词，全都靠音乐自身来表示它所叙述的内容，
这就给了我们广泛的联想、想象的空间，但这也不是毫无根
据的乱想象，因为音乐自身已经结了我们不少“信息”，例
如旋律、节奏、速度、音区、节拍等都与所表示的内容有关。
就速度来说，表示兴奋热烈的音乐一般都要快些，就节奏来
说，表示深沉、考虑的音乐一般都要疏些。例如下例a与b，a
显然更适合表示深沉、考虑的情绪，而b的节奏过密，更擅于
表示欢快或紧张的情绪了：

下面我们来开始欣赏，欣赏时要静心地听，积极地想，还要
注意音乐的旋律、节奏、速度、力度等有些什么特点，经常
坚持这样来欣赏音乐，我们的音乐欣赏水平就能大大提高了。

2、欣赏管弦乐合奏《维也纳的八音钟》

从课本上的插图谈起，介绍八音钟和维也纳（同学也可参与
议论）。

介绍作曲家柯达伊。

《维也纳的八音钟》是柯达伊的名作（哈里.亚诺什组曲）中
的第二首，描写哈里正在吹嘘，说是自身与国王的公主到维
也纳王宫去游逛，看到了宫中很多的八音钟，乐曲一开始就
出现了八音齐鸣的音响，然后出现了课本中列出的主题。这
个主题不时出现，但每次都有些不同，表示了八音钟里的小
人、小鸟正在欢乐地舞蹈。同学们可以想象王宫内不只一台
八音钟，而是好几台，所以音乐是显得非常热闹的。

欣赏音乐。



请同学谈谈听后的初步感受。

复听。提醒注意主题音乐在乐曲中出现了几次和课本中要求
填写的音。

单独播放主题音乐几遍，要求同学完成填空的练习，在这过
程中应反复提示只有三个音可供选择。（如是用简谱填充则
非常方便，如用线谱，则先要明确do’在第五线上，才干正确
填写）。

3、欣赏管弦乐合奏《打字机》

现在，打字机早就被电脑所代替，同学们很少能见到打字机
了，但偶尔在旧货市场上还能见到，教师介绍打字机.能找到
实物带进课堂让同学观察。

这首乐曲形象地描绘了打字机工作时的声响，非常形象，十
分生动。作者安德森是美国的轻音乐作曲家，他十分擅长创
作形象鲜明逼真的管弦乐小品，尤其是他十分重视为儿童们
创作出既好听又生动的小曲，例如我们早已欣赏过的《跳圆
舞曲的小猫》、《打切分间的小闹钟》等都出自他的手下。

欣赏音乐

请同学说说听后的感受。

复听。提醒注意回铃的声音和掉转机头的声音，同学可自由
随音乐模仿用打字机打字的动作，动作不要求统一，但应注
意合着音乐的节拍。

分组选用合适的打击乐器随管乐敲击。

4、创编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作练习，我们先来唱一唱课本中出示
的例子（即”叮铃铃，叮铃铃，快乐的歌”）。

手机的铃声是怎样的呢（同学议论），手机的铃声是五花八
门的.有的发出嘟嘟的声响，有的与电话铃声相似，更多的是
一段电子音乐，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多方面去设计，不一定局
限在“叮铃铃”的声响，同样，节奏也可以变，但是要与后
面的自然连接，这就是难点。现在我们可以以同桌为组.两人
一组一起商量。

教师抽查几组的创作（可出只是口头的），如同学记谱能力
欠缺、可由同学唱教师记。

教师选择几个公布.师生一起演唱评议。

再用同样的方法填写自行车的铃声。

为了拓宽同学的音乐思维.教师可就“叮铃铃”三个字.给同
学提供多种节奏。如：

等。

教学反思：

同学能专注的感受乐曲，在音乐创编活动中表示音乐思维能
力。

湘教版小学音乐教案四年级茉莉花篇八

教学内容：学唱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2、通过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
射的事例，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教学重点：学会歌词。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教学过程：

唱歌曲《蓝天向我们召唤》。

从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引出歌曲的主题——
《蓝天向我们召唤》。

（1）让学生学生朗读书中材料，并展开讨论有关神舟五号、
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的信息。

让学生回家有机会观看“神五”“神六”或“神七”的录像。

教师讲解：

（2)由于编写教科书时“神五”“神六”或“神七”尚未上
天。“神五”是单人、单天飞行，“神六”是双人、多天(5
天）、行，而“神七”成功实现了太空行走，这说明我国已
经成功掌握了载人航天飞船的核心技术。

（3）学生朗读《蓝天向我们召唤》的歌词。

学生讨论对歌词的理解和感受，说一说“向航天英雄们学习
什么”。

（4）欣赏歌曲的范唱录音。

（5）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歌词。



（6）随录音学唱歌曲歌词。

注意：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和顿音的使用。

（7）学唱合唱部分的第一部分及歌词，这部分旋律节奏比较
多样，其中但也增加了学唱的难度，可多随录音学唱，最后
随琴声学唱。

（8）初步唱会后教师带领学生分析旋律，是学唱更加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