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模板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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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篇一

大家好：今天我以人音版小学音乐三年级第五册第二课《我
是草原小牧民》,向大家汇报我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以及如
何将信息技术运用到音乐课堂中,并发挥它的实效性。

一、教材分析

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是一首以内蒙古民歌音调为素材创
作的儿童歌曲。歌曲为2/4拍，五声羽调式，全曲以明快的旋
律、跳动的节奏，具有舞蹈性的律动感，表现了小牧民手擎
羊鞭、快乐欢唱的形象。重复的曲调更进一步表达了草原儿
童对自己家乡和甜美生活的赞美。

新课程中提出感受与鉴赏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
乐学习的活动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根据新课标和我对教材的理解，结合学生的特点我确立了教
学目标为以下三点。

二、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学习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能用欢快、自
豪的声音演唱歌曲。

2．能力目标：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为歌曲伴奏、创编舞蹈等



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表现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学唱《我是草原小牧民》，培养学生的热
爱家乡的品质。

三、教学重、难点??

1．重点：通过唱、舞、奏、创等音乐实践，感受内蒙古歌舞
的民族风格。

2．难点：歌曲节奏较密集，附点音符及八分休止符的把握。

四、教学方法

本节课的教学主要遵循直观性、创造性原则，利用多媒体教
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想象力。重点采用舞蹈引入、
听唱法、难点提炼、体验创新等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力
图体现：重视学生的音乐实践，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
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以情感人、以美动人”是音乐给他们
带来的愉悦和快乐。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舞蹈引入

（二）学习歌曲培养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这一环节我利用
多媒体课件，播放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让学生随着动
听的音乐律动起来，唤起学生的饱满情绪。在学唱歌曲中我
主要采用聆听范唱、学生随琴用lu模唱、视唱曲谱、随录音
演唱、提炼难点等几个环节进行。教师抓住全曲中的灵魂
句“草儿青青羊儿肥，美在眼里喜在心，喜在心。”进行节
奏和声音的处理，让同学们准确掌握附点音符及八分休止符。



为了提高学生的演唱及表演能力，我又播放两首蒙古族儿童
歌曲，第一首《我是草原小骑手》并让学生学习小歌手自信
的演唱，潇洒的动作。第二首《草原赞歌》是两位双胞胎小
姐妹声情并茂的表演。我让学生们学习两个小歌手的演唱情
绪及表情，使同学们的演唱更加完美。

（三）体验创新激发热情

“鼓励音乐创造”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创造”是发
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对于培养具有实
践能力的创造性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是草原小牧民》说课稿体验融为一体，课堂气氛推向了
最高潮。这充分体现师生间、生生间的互动。

（四）回归生活享受音乐

优美动听的蒙古族歌曲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为了让学生了解
更多的蒙古族曲目，我在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在家长的帮
助下上网搜集有关内容，让他们演唱其中的几段。这样能使
学生真正的参与课堂，更加喜爱我们的民族音乐。

六、总结回顾

在整个教学设计中我力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以创设
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主线贯穿整个课堂，教师充分的运
用多媒体、视频资源将信息技术手段与音乐学科有效的整合，
不仅能使学生开阔眼界，也能让学生在歌唱中享受美的愉悦，
受到美的熏陶，谢谢大家。

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内容：



1、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

2、创作

教学目标：

1、用优美的声音、活泼欢快的情绪演唱好歌曲；

2、了解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俗；

3、通过学习进行简单的音乐创作。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1、师 问：老师想问一下，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的吗？

生：……

师：那你了解蒙古族吗？

2、师导：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人民过着游
牧的生活，长期居住在草原。那辽阔的草原上有一派什么样
的景象呢？（课件展示—草原风光）生：仔细观看，把看到
的给大家讲一讲。

生：讨论、回答。

三、歌曲学习

2、孩子们，他们的歌声美吗？你们也想和蒙古族孩子一起做
一回小牧民，去体验一下放牧的情景吗？哎！想去可没那么



简单，小牧民悄悄的告诉老师，要去必须通过他的考验。

3、节奏练习。

4、小牧民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学习那我们歌曲《我是草
原小牧民》

学习并处理歌曲

5、学习简单的蒙古舞动作

6、分组表演《我是草原小牧民》

全班同学随音乐舞蹈，欢快的出教室（结束本课）

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篇三

音乐：我是草原小牧民

感受蒙古族舞蹈的特点

学习几个基本动作

1.感受蒙古族舞蹈的旋律及奔放、欢快的特点。

2.体验学习民族舞蹈的'乐趣。

组织形式

集体

儿童经验基础

幼儿在电视上看到过



录音机、磁带

过程与策略

一、听音乐进活动室。

二、律动。

三、欣赏蒙古舞音乐。

1.播放音乐数遍

2.分组创编动作，教师及时提炼动作。

3.教师示范骑马和摔跤动作，幼儿模仿。

四、学跳跑马步。

1.教师示范跑马步。

2.幼儿跟学。

3.全体幼儿练习

五、完整示范动作。

1.教师完整示范表演，幼儿跟学。

2.幼儿分组、男女跟学蒙古舞。

有效语言设计

1.听这段音乐有什么感觉？

2.蒙古族人好像在大草原上干什么？



3.你喜欢蒙古舞的哪个动作？

环境辅助

蒙古人的图片若干

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篇四

一、教材分析

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是一首以内蒙古民歌音调为素材创
作的儿童歌曲。歌曲以明快的旋律、跳动的节奏，具有舞蹈
性的律动感，表现了小牧民放牧时的喜悦心情。歌曲为2/4拍，
五声羽调式，系扩充了的一段体。

二、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万马奔腾》和《我是草原小牧民》来感受音乐
旋律的特点。

2、认识蒙古族乐器“马头琴”，并能够听辨其音色。能够准
确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3、通过听、唱、舞等音乐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参与中能够喜
欢蒙古族音乐。

三、教学重点

1、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和体验蒙古族的音乐舞蹈。

2、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

教学难点

掌握附点四分音符和二分音符的节奏，能为歌曲编创不同的



动作。

四、教学设计：

（一）、欣赏：马蹄琴曲《万马奔腾》

2、初听：学生谈感受。

3、复听：播放《万马奔腾》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音乐。教师
简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万马奔腾》，音乐所表现的是成
千上万匹骏马在奔腾嘶鸣的场面，声势特别浩大热烈。这首
音乐是由蒙古族的.传统乐器马头琴演奏的。马头琴是因在琴
杆的顶上雕着一个精致的马头而得名。它是蒙古族人民最喜
爱的一种乐器，几乎家家都有。马头琴的声音非常好听，不
光人们爱听，就连骆驼听到这琴声都不肯走开。黄昏，晚霞
慢慢染红了草原，牧人们就会坐在蒙古包前奏起心爱的马头
琴，圆润、浑厚的琴声像在诉说草原上优美、动人的故事。

老师还有一个有关《马头琴》的故事你们想听吗？从前，草
原上有一个叫苏和的牧民，和一匹聪明的白马相依为命，形
影不离。一天，白马突然病死了，苏和非常难过，总盼着白
马能再回来。一天晚上，他梦见白马回来了，对他说：“你
不是在想我吗？那就用我的骨、筋、尾做把琴吧！这样我们
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第二天，苏和按梦里说的做了一把
琴，并在琴杆顶部精心刻上白马的头。琴声和白马的叫声一
样亲切、动听，后来人们便给这琴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马头琴。

（二）、歌曲教学：

1、导入：一提到马头琴就会联想到放马的牧民，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一首蒙古族民歌《我是草原小牧民》。

2、初听：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感受一下歌曲描绘了小牧民



怎样的情感？

4、读歌词：老师带领同学有感情的朗读两边歌词。

5、解决难点：二分音符和附点四分音符的节奏练习。

6、教师范唱歌曲：

7、学生演唱歌曲：老师找出学生唱的不准确的地方。

8、教师指导学生演唱：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对比唱来改正学生
的错误。

9、师生接唱。

11、学生齐唱歌曲：

（三）、拓展部分：

2、欣赏《筷子舞》：师：可以看出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民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具有蒙古族代表的舞蹈《筷子
舞》吧！

3、师表演筷子舞：师：同学们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生：
筷子。师：老师还给同学们准备了一段筷子舞想看吗？那就
给老师点掌声吧！

4、创编训练：师生共舞！

我是草原小牧民教案反思篇五

这是一首以内蒙古民歌音调为素材创作的儿童歌曲。歌曲以
明快的旋律、跳动的节奏、具有舞蹈性的律动感，表现了草
原小牧民放牧时的喜悦心情。歌曲为2/4拍，四个乐句的句尾



和句首基本采用了八度跳进，表现了蒙古族小牧民们手擎羊
鞭、快乐欢唱的'形象。

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活泼，是孩子们喜欢的风格，难点地方
在一字多音和歌曲中的四度、五度、八度音程较多，很多孩
子在聆听了几遍以后，也很难唱准这几个地方，教学中，我
主要通过多听，我唱旋律，让孩子们接歌词以及手势的高低
来唱准难点句，当然，如果这些环节没有认真听和唱的孩子，
即使乐感再好，也很难一节课就能唱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
中八分休止符的运用，使歌曲更有弹性，衬词中的“啊哈
嗬”使歌曲更加舒展、动力感更强，充分表现了蒙古族小牧
民热情、爽朗的性格，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赞
美。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演唱歌曲，会使我们的孩子也能体会
到自己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