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 音乐兴趣
小组活动计划(实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一

为了更好的配合学校搞好素质教育，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启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艺术修养及表现能力，特成立学校合唱兴趣小组。为了使活
动顺利高效开展，现将本学期活动情况作以下安排：

训练为了提高，提高为了表现；训练要有手段。合唱的基础
在于提高声部的齐唱能力，声部的基础在于提高个人的基本
功，为了巩固中声区，解决用声上的响而不噪，轻而不虚，
高而不挤，低而不压，做到合唱声音上的谐调，平衡统一，
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集体训练。然后再逐步过度到音准、节
奏，扩大音域，咬字、吐字，幅度变化等方面的训练。

1、声音的训练

（1）、呼吸

（2）、声音位置

（3）、直声训练

2、音准训练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好的音准来源于基础训练。多声部



合唱的音准训练较为复杂。

3、寻找共鸣位置扩大音域的具体措施。

（1）、胸音训练

（2）、头音训练

4、合唱表现的四种手段。

（1）、连唱

（2）、跳唱

（3）、强而有弹性

（4）、不连不跳

5、节奏训练

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示的艺术，节奏是它的组成部分和主导因
素，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音乐。

6、咬字与吐字的训练

以字带声，以情带声，字正腔圆是我国民族传统的唱法。它
讲究字清意深情自真。

1、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和规范的训练步骤来训练学生的声音。

2、中外合唱名曲。

3、合唱姿态、舞台造型。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二

在本期的兴趣小组活动中，我担任了音乐兴趣小组的辅导老
师。通过本学期的活动开展，使同学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音
乐知识、歌唱技能和舞蹈基本功。提高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兴
趣，现将本期音乐兴趣小组活动总结如下，以便今后更好的
开展工作，弥补不足，精益求精。

一、进行了简单的识谱教学，学生很想自己能够识谱唱歌，
学习时积极性较高；教学了四二拍的节奏，教学时，选用了
低年级教材上的一些旋律节奏来进行教学，经过多次训练，
他们基本上都能正确掌握四二拍的节奏；教学了休止符、装
饰音等音乐术语和记号。

二、加强科学发声训练，激发合唱兴趣。歌唱是以高位置的
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的。在训练时，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气
息浅、吸气抬肩、不会气息保持等错误呼吸方法，我采用了
他们能够理解并完全可以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比如像“闻
花香”一样做深呼吸练习；用半打哈欠的方法来启发学生打
开喉咙，放松下巴等等。

另外，让学生将白声（大本嗓）和有气息控制的高位置的声
音进行比较、分析、鉴别，以提高学生对声音的辨别能力，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声概念。特别是唱高音时，
要求学生用假声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切忌大喊大叫，因为
这样会损坏声带，而且会破坏声音的美感。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三

学生很想自己能够识谱唱歌，学习时积极性较高；教学了四
二拍的节奏，教学时，选用了低年级教材上的一些旋律节奏
来进行教学，经过多次训练，他们基本上都能正确掌握四二
拍的节奏；教学了休止符、装饰音等音乐术语和记号。



二、加强科学发声训练

激发合唱兴趣。歌唱是以高位置的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的。
在训练时，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气息浅、吸气抬肩、不会气
息保持等错误呼吸方法，我采用了他们能够理解并完全可以
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比如像“闻花香”一样做深呼吸练习；
用半打哈欠的方法来启发学生打开喉咙，放松下巴等等。另
外，让学生将白声（大本嗓）和有气息控制的高位置的声音
进行比较、分析、鉴别，以提高学生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帮
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声概念。特别是唱高音时，要
求学生用假声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切忌大喊大叫，因为这
样会损坏声带，而且会破坏声音的美感。在轻声歌唱时，要
求注意音色、节奏、声部的和谐，学会有控制地发自内心的
歌唱。

三、舞蹈基础训练部分。

首先，从舞蹈基础训练课程开始就加进一些基础练习元素和
律动，降低部分训练难度，使原本较为枯燥的基础强化训练
变得更为轻松活泼，更为实用也更方便学生的掌握。并在音
乐上也采用一些律动性较强的音乐，使学生对今后学习、编
排舞蹈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和理解。其次，为了从整体上训练
学生克服身体的自然状态，获得正确的直立感，发展舞姿动
作的协调性、灵活性、节奏感。在以往较为单一，更为注重
学生动作完成质量的训练基础上，在组合中更多的加进一些
方位、节奏变化的训练，来强化学生的整体适应能力和表演
能力。第三，为了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加强学生学习的积
极主动性，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中一个动作或一个组合正反方
向都教的细化教学，在授课时只教动作或组合的一个方向，
让学生自己把反方向动作或组合做出来，使学生较快的掌握
舞蹈规律。既提高学生的舞蹈实际接受能力，又增强了课堂
的教学互动性，使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过这期的学习，小组成员大有收获，掌握了一些术语和记号，



懂得了音的强弱规律，能识简单乐谱，在发声技巧和表演方
面也有很大进步。我深信，有领导的正确指导，有小组成员
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兴趣小组会越办越好。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四

指导思想：

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生多方面能力，提高儿童整体素质水平，
我校也组建了音乐兴趣小组，我有幸担任了音乐兴趣小组辅
导老师，也感到了责任重大，我想通过教师的指导，同学们
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成绩。

舞蹈是一门律动艺术和感情艺术。她一身体练习的基本手段，
通过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姿势和造型在于节奏、音节的配
合来表现自己或一种事物，把力量、健、美和谐地统一起来。
少儿时期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担同样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
训练使他们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舞蹈爱好者。素质要求：

人的动态形象往往是这个人的个性，因此舞蹈训练的学生，
身体形态在同龄中应是上等着，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眼神
机灵，身体瘦长，躯干短而四肢长等。

教学设想：

使学生掌握基础动作好技能的同时，又能足够地发展学生的
舞蹈特长。

1、在舞蹈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学生现实的身体素质潜能的水
平进行教学。

2、要激励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和欲望。

3、在教学过程中把讲解，直观的模仿放在首位。



学情分析：

参加兴趣小组的学生有18人，这些学生都特别爱好唱歌，跳
舞，并有信心学好。学习舞蹈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
个动作到小组合作等一系列动作都要学会。最后有不配乐到
配乐，有民族舞蹈到其他舞蹈等，是一个学习舞蹈的学生打
下良好的基础。

活动安排：

9月份：

1、建立健全各项组织机构。

2、制定活动计划。

3、活动指导内容得到落实。

10月份：

1、人体各部位名称。

2、基本手形，手位，手臂动作。

11月份：

1、基本脚位，手臂动作。

2、组合、足尖走组合。

3、组合，跑步舞组合。

12月份：

1、组合展示。



2、查找不足，总结经验。

阶段性评估：

经过这两个多月的培养和端粒，小组人员的音乐素质有了明
显提高，特别是节奏和手位，掌握的很好，更主要的是唱歌
的声音达到了自然的水平，流畅的情感，还能简单的舞蹈动
作伴奏，我想这样下去，小组成一定会有所成就。

下一步打算：

加大培养力度，对小组提高要求，通过培养并能使他们组合
舞蹈，合唱，表演唱等。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五

一活动设想：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课外
教学的延伸。合唱作为一门高雅的艺术，被广人民群众喜爱
并可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艺术形式。它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启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艺术修
养及表现能力，并有助于青少年美化心灵，扩大知识视野，
陶冶情操和身心健康发展。

二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良好的音乐素养

2、通过不同的发声训练来规范学生的声音

3、通过鼓号队的训练，使鼓号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产生一种自
豪感、集体荣誉感



4、展现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三、训练模式：

1、保证训练时间、保证人员到位;

2、采取老队员带新队员，小组与全体相结合训练的模式;

3、训练学生节奏感，使学生体态、动作协调优美。

4、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提高音乐表现
力，促进创造性的发挥。

5、树立精品意识，争取家长支持，做好安全工作。

四、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具体工作措施：

1、音乐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
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
面发展。

2、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丰
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使
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固、
加强。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人自由。

5、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一活动设想：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课外
教学的延伸。合唱作为一门高雅的艺术，被广人民群众喜爱
并可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艺术形式。它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启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艺术修
养及表现能力，并有助于青少年美化心灵，扩大知识视野，
陶冶情操和身心健康发展。

二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良好的音乐素养

2、通过不同的发声训练来规范学生的声音

3、通过鼓号队的训练，使鼓号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产生一种自
豪感、集体荣誉感

4、展现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三、训练模式：

1、保证训练时间、保证人员到位;

2、采取老队员带新队员，小组与全体相结合训练的模式;



3、训练学生节奏感，使学生体态、动作协调优美。

4、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提高音乐表现
力，促进创造性的发挥。

5、树立精品意识，争取家长支持，做好安全工作。

四、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具体工作措施：

6、音乐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
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
面发展。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计划]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六

一 活动设想：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课外
教学的延伸。合唱作为一门高雅的艺术，被广人民群众喜爱
并可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艺术形式。它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
启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艺术修
养及表现能力，并有助于青少年美化心灵，扩大知识视野，



陶冶情操和身心健康发展。

二 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良好的音乐素养

2、通过不同的发声训练来规范学生的声音

3、通过鼓号队的训练，使鼓号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产生一种自
豪感、集体荣誉感

4、展现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三、训练模式：

1、保证训练时间、保证人员到位;

2、采取老队员带新队员，小组与全体相结合训练的模式;

3、训练学生节奏感，使学生体态、动作协调优美。

4、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提高音乐表现
力，促进创造性的发挥。

5、树立精品意识，争取家长支持，做好安全工作。

四、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具体工作措施：

1、音乐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
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
面发展。

2、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丰
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使
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固、
加强。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人自由。

5、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一 活动设想：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课外
教学的延伸。合唱作为一门高雅的艺术，被广人民群众喜爱
并可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艺术形式。它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
启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艺术修
养及表现能力，并有助于青少年美化心灵，扩大知识视野，
陶冶情操和身心健康发展。

二 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良好的音乐素养

2、通过不同的发声训练来规范学生的声音

3、通过鼓号队的训练，使鼓号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产生一种自



豪感、集体荣誉感

4、展现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三、训练模式：

1、保证训练时间、保证人员到位;

2、采取老队员带新队员，小组与全体相结合训练的模式;

3、训练学生节奏感，使学生体态、动作协调优美。

4、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提高音乐表现
力，促进创造性的发挥。5、树立精品意识，争取家长支持，
做好安全工作。

四、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具体工作措施：

6、音乐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
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
面发展。

7、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丰
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使
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8、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固、
加强。

9、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人自由。

10、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
长，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七

音乐组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的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的
历史内涵，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人
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
本素质和能力的一种反映。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
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

音乐课应充分发挥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
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
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丰富学生课外文化生活，满足大家心理需求助于，特在
校园内成立音乐兴趣小组，以声乐训练为主。

二、兴趣小组成员：(合唱、竖笛)

30人左右分别从三至六年级学生中选拔。

三、活动时间安排：



每周星期二、四下午最后一节课

四、活动地点：

多媒体教室

五、活动项目：

声乐训练(独唱、表演唱及合唱)器乐演奏

六、指导教师：

江秋霞 洪启德

七、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八、具体工作措施：

1.上好音乐兴趣活动课，做到“四定”。

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
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面发展。

2.在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
使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经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
固、加强。

并在此尽量减少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等，平时将定期不定期的
向学生推荐一些好的音乐，好的'舞蹈。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任自由。

5.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附：所需用具：

可听cd的双卡录音机、电视机、dvd、麦克风、音像资料。

附：教学歌曲

1、 打靶归来

2、 我是一个兵

3、 我们走在大路上

4、 学习雷锋好榜样

5、 南泥湾

6、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7、 北京的金山上

8、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9、 我的祖国



10、 妈妈的吻

一、目的要求：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一种
反映。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
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兴趣小组应充分发挥
艺术特有的魅力，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
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学期，学校准备购置大量的乐器，进一步丰富学生课外文
化生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

二、兴趣小组成员：

15人左右分别从初一至初三年级学生中选拔。

三、活动时间安排：

每周星期一至四下午课外活动

四、活动地点：

四楼器材室

六、指导教师：

七、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八、具体工作措施：

1.上好器乐兴趣活动课，做到“四定”。

即定内容、定人员、定时间、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
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质的全面发展。

2.在完成音训练任务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丰
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使
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经常督促学生回家多练、多听的好习惯，使之不断巩固、
加强。

并在此尽量减少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等，平时将定期不定期的
向学生推荐一些好的音乐，器乐曲。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任自由。

5、抓住点滴时间排练艺术节节目、节目要高质量、高水平，
争取取得优异成绩。

音乐兴趣小组活动简讯稿篇八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素质，满足部分音乐爱好
者的兴趣，我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教学要求：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教学目标、任务：

一、发声训练部分：

1、学会连音唱法，逐步做到声音自然而连贯、圆润而流畅。

2、运用非连音及断音唱法时，声音要有弹性。

3、初步运用气息控制，做力度变化的练习。

4、在韵母变换时，逐步做到声音位置不变，注意咬字、吐字
的正确。

5、二声部发声逐渐做到声部和谐。

二、视唱、知识、练耳部分：

1、读谱知识：结合键盘认识音名从c1到c2在高音谱表上的位
置。认识各种常用音符、休止符，知道名称及它们的名称和
时值。学习附点音符，知道它们的名称和时值。学习各种拍
子的指挥图式。学习顿音记号及其唱法。

2、视唱部分：视唱c调号上的自然大、小调音阶及五声徽、
商等调式音阶。在教师帮助下视唱c调号上的单声部歌曲(包



含所学过的音程及节奏)。练唱有大小二度、大小三度、纯四、
纯五度、大小六度、纯八度旋律音程的练习(不出现名称)。
划拍视唱各拍子歌曲。

3、练耳部分：低年级练习听一个音，高年级练习听记两个
音——四个音连续进行的旋律音程，增加大小六度音程。(不
说出名称)。练习听记2——4小节的节奏。听辩二拍子、三拍
子歌曲，标出小节或节拍。

三、欣赏部分：

结合音乐作品的欣赏，了解一些旋律的初步知识(如旋律进行
的方式、特点和一般的表现意义)，以进一步加强情感体验的
能力，加深对音乐形象的感受，进入比较深入的欣赏。

教学分析：

在低年级阶段，要求学习的乐理知识比较多，学生开始视唱
曲谱。这是为今后的学习做准备。在对他们的教学上，我要
注意采取趣味性、知识性并重的原则。教学中，我会一些小
的音乐游戏，加大对乐理知识的学习。在讲解知识时，要注
意用充满趣味的语言来讲解枯燥的知识，用丰富多彩的小游
戏来帮助他们理解和巩固，更好的学习知识。

学生情况分析：

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学习，学生对学习音乐有了一
定的认识并有自己的见解。这时对今后学习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阶段的学习，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在这个学期的学习中，我要巩固学生以前学习的知识，
并做好本学期的学习，培养学生喜爱音乐的感情。

具体工作措施：



1.上好音乐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定
时间、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素
质的全面发展。

2.在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
使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经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
固、加强。并在此尽量减少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等，平时将定
期不定期的向学生推荐一些好的音乐，好的舞蹈。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人自由。

5.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执教老师：赵兰杨梅王桂华

学生名单：经雅文赵雅柔闫芷函姚胜迪段妍如陈子欣

雷明润钟新龙滕天驰腾一谈李梓萌杨柳燕

马文龙徐良玉李凌霄付雨婷葛明丽高新妍

活动时间：-第二学期3月开始，每周周一、四中午和下午第
三节课。

活动地点：音乐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