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 小学四年级
音乐教案(汇总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一

丰收欢乐而归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教学目标：

会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见过大海吗?谁来说说他见过的大海是什么
样子的?

同学分别说出对大海的印象：海水蓝蓝的咸咸的，海风吹在
脸上的感觉很凉爽。

2、看来同学们和大海已经是老朋友了，那同学们再来说说大



海边有什么呢?

同学：大海边有沙滩、有贝壳、还有礁石……

师：那今天我要给同学们上的音乐课跟什么有关呢?(大海)对
了，首先我把这歌曲唱一遍，同学们仔细听了，等下我要提
问的。

二、教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教师范唱《赶海的小姑娘》歌曲一遍，同学们喜欢听这歌曲
吗?(喜欢)那好，今天我们就认真的学，你们学会了，会比老
师还唱得好呢!

1、分乐句教唱歌曲一遍。

2、用琴声伴奏较唱歌曲两遍。

3、重点讲解休止符和延音的唱法。

三、同学和老师一起把《赶海的小姑娘》完整地演唱两遍。

结束新课。

教学反思：

学生学会唱本首歌曲，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表演《赶海的小姑娘》

教学目标：



能为《赶海的小姑娘》创编几个舞蹈动作，并为同学们表演。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

上节课我们学会演唱了《赶海的小姑娘》这支歌曲，今天这
节课我们要来给这歌编舞蹈。

二、舞蹈教学

1、老师完整地示范一遍舞蹈，引起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

2、教师请个别学生到前面来模仿和创编舞蹈基本动作。

3、教师分乐句教学

三、活动结束

教学反思：

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欣赏民乐合奏《丰收欢乐而归》

教学目标：

1、感受乐曲中不同的速度所表达的不同情绪。



2、描述音乐表现的不同情感。

教学过程：

2、教师介绍乐曲。这是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的第四部分
《丰收快乐而归》，表现了渔民们战胜风浪之后，满载丰收
快乐而归的情景。乐曲有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的情绪是不
同的，引导学生第二遍欣赏，分辨三个不同的情绪所引发的
不同联想。

3、根据条件，教师可播放电影《海霞》的片段，补充欣赏电
影插曲《织鱼网》，增加学生对大海边渔民劳动生活的感性
认识。

4、分段欣赏：能分辨三个不同的乐段。

(1)开始是由什么乐器领奏的?

(2)中间乐段抒情的旋律是有什么乐器演奏的?

(3)哼唱第三段的旋律或用打击乐器为旋律伴奏。

5、开一个音乐发布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音乐的感受。如
写一段短文、画一幅音乐情景图、演唱或演奏第三段乐段的
主旋律等。

教学反思：

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音乐的感受。能感受乐曲的不同情绪。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二

1、通过学习歌曲《我的家乡日喀则》及藏族踢踏舞步，感受
体验藏族歌舞特点，并能对西藏音乐产生兴趣。



2、能够用饱满的情绪，欢快富有弹性的声音及多种形式演唱
歌曲《我的家乡日喀则》。

3、学会藏族踢踏舞基本舞步，并为歌曲伴舞。

学习演唱歌曲《我的家乡日喀则》，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学生
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创造力。

一、组织教学

听《爱我中华》的音乐、律动进教室、

二、导入新课

1、导言：同学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
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下面、老师来做几个舞蹈动作、你们看
看是哪个民族的！

放音乐、（傣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教师表演

学生看后回答、（傣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

2、同学们说的非常好！老师又给你们带来一首歌曲、听听是
哪个民族的？情绪怎样？（听后学生回答）

教师小结：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藏语"日喀则"是如
意的庄园、

5、同学们看过藏族舞吗？下面老师就给你们跳一段藏族舞、
请你们注意观察藏族舞有什麽特点？（观察老师的胳膊、和
腿）

教师：这种舞蹈叫藏族踢踏舞

三、学习踢踏舞的基本动作



1）原地上下颤动膝盖

教师示范动作：颤动时身体要自然、放松，身体重心向下放

学生模仿教师指导

教师弹《我的家乡日喀则》，学生随音乐做动作

2）退踏步

教师示范脚的'动作：第一拍前半拍右脚后踏半步，重心在左
脚，后半拍左脚原地踏步一次；第二拍右脚向前踏地一次。
这些动作连续进行。

学生模仿教师指导

教师示范胳膊的动作：双臂前后自然放松悠摆，重心保持在
左腿上，膝盖要半拍颤动

教师弹《我的家乡日喀则》，学生随音乐做动作

四、随录音唱《我的家乡日喀则》，跳一跳藏族舞

教师与学生共同跳，感受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情感。

六、最后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表演一下、体会藏族歌舞的特点、

七、教师小结；结束本课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三

1、了解戏歌，初步感受戏歌的演唱风格。

2、学习演唱《龙里格龙》，能正确、有韵味的完整演唱歌曲。



3、感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

体验法、观察法、模仿法

教材、多媒体课件、电子琴

师生问好

导入

1、观看视频《梨花颂》片段

2、师小结（出示课题：龙里格龙）

三、学习歌曲

（一）感受歌曲，激发兴趣

1、初听歌曲（出示歌谱）

2、复听歌曲

3、再次聆听，找出相同旋律，并进行模唱

（二）旋律模唱

（三）读歌词

1、学生按节奏读歌词

2、教师范读歌词

3、学生再次读歌词。

4、提问：“格”字在读法上有什么不同？（前面的不带儿化



音、后面的带儿化音）

（四）学唱歌曲

1、随琴小声填唱

2、讲解各种音乐记号的作用

3、教师范唱。

4、师生接龙演唱

5、歌曲处理

6、分组演唱

7、加动作完整演唱

8、看指挥完整演唱

9、加上戏曲动作完整演唱

五、艺术拓展

师：今天我们学的这首戏歌选自合成《流水恋歌》，我们一
起来欣赏一下。有没有听到你熟悉的旋律。（有）同一首歌
曲经过不同的艺术处理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会使它的.音乐
形象更加的丰满，更具魅力，下节课我们就来一起演绎更加
精彩的《龙里格龙》期待同学们更精彩的表现。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四

学唱歌曲：《说演弹唱》、欣赏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

1、通过初步介绍曲艺音乐和学唱、听赏，使学生知道曲艺音



乐也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齐葩，对它产生初步的兴趣。

2、能初步唱出《说演弹唱》的韵味。

3、初步了解曲艺音乐的特点。

导入

1、本单元我们要学习丰富多彩的曲艺音乐，曲艺的唱腔与语
言紧密结合，风格各异，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2、学唱歌曲《说演弹唱》

（1）这首歌曲的歌名概括了曲艺的全部演出形式，也是曲艺
的特点，学生们议论讨论发言，教师总结。

（2）听几遍录音范唱。

（3）学生随录音学唱，不必学唱歌谱。

（4）用歌曲的节奏朗读歌词，务必将每个字都吐的很清楚。

（5）再随录音学唱，注意其中的韵味。

（6）随伴奏带演唱，教师指挥。

3、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

（1）简介：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轰动了整个中
国，那就是《四世同堂》。这是用京韵大鼓音调创作的歌曲。

（2）听录音。（请学生参考图片进行听赏）。

（3）我们听到在录音中有鼓和板的声音，这就是京韵大鼓演
员自己击打出的声音。



（4）请学生参考图片进行听赏。

（5）再欣赏一两遍，要求学生感受京韵大鼓的音调和独特的
韵味。

4、小结：

第二课时

欣赏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太平歌词选段，随录音学唱《重
整河山待后生》。

1、通过欣赏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太平歌词等选段，进一步
激发学生了解和学习丰富多彩的曲艺音乐的愿望。

2、通过轻声模唱《重整河山待后生》，继续感受京韵大鼓特
有的韵味。

3、通过欣赏和亲身演唱，能说出曲艺音乐的若干特点。

欣赏

上节课我们欣赏了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学唱了具
有京韵大鼓韵味的歌曲《说演弹唱》，对京韵大鼓的演唱方
式和其特有的韵味有了初步的了解，本节课我们要进一步拓
宽视野，再欣赏其他的曲艺音乐品种。我国的曲艺种类实在
太多了，我们只能选其中一小部分欣赏。

（1）我们先来欣赏苏州弹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请同学们仔细倾听，听完后说一说这四个段落在音乐上的不
同表现。

放录音两遍。



学生述说四个段落音乐的不同表现，第一段第一句表现了作
者巨大的巨大的悲痛，第二句表现了“杨”“柳”的景象。
第二段是叙事性的，第三段是舞蹈性的，第四段是戏剧性的，
也是全去的所在。

我们再来欣赏四川清音《小放风筝》。

a老师简单介绍后放录音两遍。

b学生评说。

（2）下面我们来欣赏太平歌词《说大话》。

a教师简单介绍其内容后放录音两遍。

b学生评论，谈感受。

c随录音学唱前四句，并做课本上的练习。

2、学唱《重整河山待后生》

这一唱段情绪跌宕起伏，音域也较宽，学生是难以演唱的之
所让学生演唱是为了让他们亲身实践，切身感受京韵大鼓讲
究咬字吐字的特点并感受其特有的韵味，因此只要求跟着录
音轻轻哼唱，不必离开录音放声歌唱。

3、小结

师生共同总结曲艺音乐的特点和南北方曲艺音乐风格的不同。

第三课时

音乐活动——说演弹唱曲艺



1、对前两节课教学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

2、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曲艺音乐的兴趣。

3、培养学生收集、利用信息的能力和组织、交流、合作的能
力。

1、由两位学生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说、演、弹、唱曲艺，同学们可以边说边
演或边谈边唱，或只说只唱只弹只演，甚至也可以只唱一两
句，但都应是曲艺，可以是一个人表演或两三个人共同表演，
也可以是小组共同表演。老师准备一付竹板、一只小鼓，同
学们可以在表演中运用。

2、学生分别表演节目，其间教室也可唱一曲片断。

3、在齐唱《说演弹唱》的歌声中结束

文档为doc格式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五

1、感受乐曲的悲伤情绪

2、通过对比欣赏使学生感到生活的快乐，从而更加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

3、使学生了解下行旋律对音乐情绪的表现作用

教学重点：1、感受《牧羊姑娘》的悲伤情绪

2、利用多种感官（听、唱、看）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3、通过对比欣赏，提高对音乐的感受能力。

一课时

钢琴 教学光盘

一、 激情导入

谈话：欢迎同学们和康老师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40分，我们
今天的音乐旅程是--欣赏。请大家欣赏六段音乐，你们仔细
听，哪一段音乐表现了悲伤的情绪？把答案序号记在纸上，
也可以记在心里。

二、欣赏

1、听六段录音；

师：放六段音乐，生静听。

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答（答案：第一段、第三段、第五段）

2、复听：

生：完整地听三段录音。

注：学生听不出来没关系，可以再听。

3、导入用学生喜欢的语言，能激起学习欲望。学生自己听辨，
对学生听音乐的能力是一个锻炼，同时也体现了学生的主体
性。

小结：区别就是表现音乐的形式不一样，前两首是器乐曲，
后一首是女声独唱。相同点就是三段音乐的旋律是一样的，
都表现了悲伤的情绪。



4、演唱主旋律：

师：既然同学们都说这三段音乐是悲伤的，那么咱们就来唱
一唱主旋律，看看它是怎样表现悲伤的情绪的。

生：可以讨论也可以独立回答（不要求学生的语言多精确，
贴近意思就可以了）（教师出示主旋律）

师：无伴奏和学生一起唱,生：无伴奏和老师一起唱

师：琴伴奏

生：演唱

三、升华

分析主旋律的音乐表现手法：

师：现在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段音乐怎样表现悲伤情绪的？
生：按自己的理解分析

板书演示分析结果：

速度：缓慢的

节奏：疏松的

旋律行进方向：下行

四、创造扩展

1、歌曲欣赏：

2、给歌曲取名字：



师：咱们听了器乐曲也唱了歌曲，你能给它取个名字吗？

师：对了咱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由的《牧羊姑娘》

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取名字

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

3、思想教育：

师：大家看黑板，咱们今天欣赏的乐曲都和放牧和牧童有关，
那么同样都是牧童，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却完全不同呢？(这
是考查学生对音乐的理解与感受了，不要求学生的思维局限，
有自己的见解最好,主旋律的分析关系学生对音乐要素的理解，
而唱熟主旋律是学生分析的前提)(给歌曲取名字能增强学生
的成就感，提高兴趣，为学生的快乐学习打基础)(可以提示
学生轻声、深情的演唱)

再演唱一遍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

结课

师：咱们欣赏了一首动人的《牧羊姑娘》，最后请同学们和
老师一起再来演唱一遍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

1、通过学唱歌曲，以声传情，展现快乐和烦恼增加的小少年。

2、指导用欢快的音色，无忧无虑地演唱齐唱部分（稍弱）；
用和谐的音色，激情地演唱合唱部分（稍强）。

3、理解节奏（弱起，附点节奏）对表现音乐作用。

教学重点： 1．感受无忧无虑到烦恼增加的不同情绪。

2．用和谐统一的音色演唱合唱部分，并培养学生在合唱中相



互聆听的能力。

教学难点： 1．如何“合”成优美的音色，并激情歌唱。

2．歌曲中的长音，附点节奏、弱起等要素。

：一课时

：钢琴 教学光盘

一、 听音乐律动，感受歌曲情绪

师：让我们合着音乐的节拍，走进今天的音乐课。

（：点击页面右边的大音响蓝色部分，播放口哨版《小小少
年》。音乐可随 时点击页面停止。）

备注：随着愉快、轻松、快乐音乐师生共同律动，前部分拍
手节奏，后部分摆动 身体。

二、 简介歌曲《英俊少年》主题曲

（：点击页面，进入《海因切生活》的短片。）

备注：全体学生边观看片段边听老师介绍海印切的少年生活。

三、解决歌曲第一部分节奏难点

师：现在让我们一同去感受海因切快乐又有意义的少年生活
吧。一起来读一读。

（：点击页面，出示歌词，页面淡然无色。）

师：你觉得此时的海因切快乐吗？怎么读让他变得快乐呢？



（：点击页面，出现附点节奏。）

师：你注意到老师刚才那个字读得最长？

（：点击页面，出现“四”字的画拍谱。）

师：你们看，字体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请你给红色的字稍稍
加强力度。

（：点击页面，字体颜色发生热情鲜亮变化。）

设计意图：通过页面颜色的变化，附点节奏、画拍图谱的出
现和老师的正面引导， 让学生深刻感受、体会海因切的前后
心情变化。

师：你读得真有动感！同样的感觉来读读这句。

（：点击页面，出现又一鲜亮字体的乐句。）

师：我们随着音乐把两句连起来读一读。

（：点击右下的小苹果图案，播放伴奏音乐。）

四、合唱练习

1、音程训练

师：快乐的少年生活阳光灿烂，快乐的少年生活歌声不断。
我们也来唱唱吧。

（：逐步点击页面，出现4组音程。）

备注：老师逐一进行有效性的和声音程训练，先随琴练习，
再离琴看指挥练习。



要求：1.提示每个音必须轻声高位置歌唱。

2.提示两个声部同时歌唱时，声音要集中，和谐，统一。

3.提示时刻注意聆听另一个声部。

2、完整乐句练习

师：将这4组连成一条旋律，你还会唱吗？

（：点击页面，在句首出现不完全小节11）

备注：学生分别练习高、低声部完整乐句，再进行合唱。

要求：1.提示每个音必须轻声高位置歌唱，整条旋律唱得轻
柔，连贯。

2.合唱时，声音集中，和谐，统一，并学会聆听另一个声部。
做到“没有我，只有我们；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和声效
果。

设计意图：和声、视唱是合唱教学的基础，本环节通过和声
训练、视唱教学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和谐统一的歌声，也给后
面歌曲的合唱教学做铺垫；同时这一环节乐句是通过和声音
程组合而来的，乐句间的变化也是循序渐进，这大大降低了
难度，给予孩子们充足的自信心。

五、歌曲教学

1、听歌曲范唱

师：随着时间一年年飞跑，小小少年转眼高；随着年龄由小
变大，烦恼也增加了。让我们走进小少年海因切的内心世界，
听听他的心声。 （课间：出示歌谱，点击歌谱下方第1颗星
星，播放全曲范唱。） 设计意图：通过聆听，感受歌曲前后



不同的情绪，给歌曲分段，并小结：歌曲的 前后不同的演唱
形式：齐唱和合唱。

师：像这样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部，各自按照自己声部曲
调，同时演唱一首歌曲，我们称为合唱。今天我们来学习歌
曲的第一段。

（：点击页面，出现第一段歌谱）

师：我们一起来听歌曲的第一段。

（：点击歌谱下方第2颗星星，播放歌曲第一段范唱。）

2、听合唱部分范唱，并进行练习巩固。

师：当歌曲唱到合唱部分时，请1、2组同学听老师唱低声部，
3、4组听录音高 声部。（：点击歌曲下方第3颗星星，播放
第二部分的范唱。）

设计意图：通过老师的细心引导，学生再一次练习巩固难点，
为下一步的学习解决了燃眉之急。

3、学唱全曲

师：你们都有一双会听音乐的耳朵！现在老师来唱歌曲第一
部分，请大家用lu 模唱第二部分的低声部旋律。

（：点击页面，出现低声部旋律和红颜色lu音。）

师：加大难度，带入歌词试试。老师演唱歌曲第一部分，全
体学生演唱第二部分 的低声部歌词。

（：点击页面，歌谱出现第二部分的歌词。）



师：我们一起来学习歌曲的高声部。老师请一生演唱歌曲第
一部分，其余学生演 唱第二部分的高声部歌词。

（：点击页面，歌谱出现第二部分的高声部旋律。）

师：其实，合唱的声音是非常饱满，非常统一的，现在老师
同时弹奏两个声部， 请大家轻声歌唱自己的声部。

六：课堂延伸

师：最后，老师祝愿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快乐多多，烦恼少
少……

（：点击右下角进入下一页。）

备注：全体学生随《梦之旅》音乐，边唱边律动，走出教室。

教学意图：快乐激扬的歌声，孩子们充满活力；激情飞跃的
歌声，原少年们梦想 成真……

冀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教案篇六

1、欣赏萨克斯独奏《回家》，感受乐曲的款款深情和旋律的
悠扬柔婉，以及萨克斯管所独具的荡气回肠的声音效果对音
乐氛围的营造与烘托。

2、认识吹管乐器萨克斯，了解它的形状和音色特点。

感受乐曲悠扬柔婉的情绪特点，认识吹管乐器萨克斯，了解
它的外形和音色特点。

体验萨克斯管所特有的音色效果对音乐氛围的营造与烘托，
以及对“家”的主题的深化。



1、组织教学：复习歌曲《故乡的小路》(巩固两声部旋律和
表现歌曲情绪)

2、导入：走在故乡的小路上让我想起我的家，家：原本是住
所，是可以供人遮风挡雨的地方。家是我们停泊的港湾，家，
是温暖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自己最爱的——亲人。

师：今天我们来进入第五单元的学习《温馨的家》，听一首
乐曲，它的名称——《回家》

3、初听：演奏乐器——萨克斯管

4、了解萨克斯管，课件+ppt

6、复听：?乐曲有几个主题，各主题不同的情绪

师：第一主题(旋律平稳、舒展，带有少许忧伤，表达作者对
家人的思念之情)

第二主题(节奏紧凑，十六分音符的加入使得乐曲显得更加激
动，表达作者回家见到亲人的'喜悦之情)

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感受乐曲所要表达的情绪，进一步理解
乐曲的内涵

7、再听：ppt视频(感受萨克斯所带来的音乐效果)

回家问候父母，长辈、亲人，送去祝福，感受家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