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篇一

这学期我讲的公开课是二年级的音乐中的第十课，《过新
年》，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音乐中体验新年的热烈气氛，懂
得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教学
手段是先由一副对联引出主题，然后在学习歌曲，最后一步
一边剪窗花一边欣赏《窗花舞》体验过年的喜悦气氛。

在教学过程中，我总结了以下经验：

一、讲课是一门艺术

尤其音乐属于艺术课，抑扬顿挫的语调，热情洋溢的激情都、
优美的体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也就受到
了美得熏陶。这方面我做的还有些欠缺。

二、公开课可以展现平时教学的基本功底

平时由于学生比较小，语言表达能力方面训练的比较少，在
公开课上我才发现，同学们这方面比较差；而平时节奏方面
下了不少功夫，学生在这个环节上就表现的比较好。所以说
功夫要下在平时，而不能只在公开课上下功夫。

三、要及时对学生进行鼓励，这样会激发学生更大的热情

一朵小红花就是对学生努力学习的认可。



四、打击乐器进课堂

我感觉使用打击乐器很简单，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要想运用
的自如并不是很简单的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训练，
使学生一步步的提高。

总之，这堂公开课后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既看到了自己的
成绩，又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这除旧迎新之际，我希望明
年我的教学水平会更上一层楼。

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篇二

1.尝试用轻柔的声音表现出云的轻盈和飘逸。

2.尝试将课本的歌谣编创完整，并准确读出。

在撕云，唱云，跳云的过程中感受歌曲轻柔的情绪。

钢琴，录音机，教学磁带，纸

一．组织教学

二．复习歌曲《海》

三．编创与活动：编创歌谣

1.课前板书好歌谣

2.生看黑板试朗读歌谣

3.师生讨论，在歌谣中缺少的地方应填什么？

4.生汇报自己的编创结果。



5.生边读边拍，读准节奏

四．表演《云》

1.师手工剪纸表演导入

师变魔术用一张白纸剪出一朵云，出示：老师剪的是什么？

2.设问：云给你的感觉是轻飘飘的？还是沉甸甸的？

3.指导学生用纸也撕出一朵云来，气息训练

设问：用手捏着你的“云”的一端，怎样吹，才能让云飘动
但又不会飞走？

4.生尝试练习：缓缓地吹出

5.生边读边拍，读准节奏。

五．表演《云》

1.师手工剪纸表演导入

师变魔术用一张白纸剪出一朵云，出示：老师剪的是什么？

2.设问：云给你的感觉是轻飘飘的？还是沉甸甸的？

3.指导学生用纸撕出一朵云来，气息训练。

设问：用手捏着你的“云”的一端，怎样吹，才能让云飘动
又不会飞走？

4.生尝试练习：缓缓地吹出。

5.师在琴上弹奏歌曲前八小节旋律，请学生用“u”轻轻哼出，



感觉就像轻轻吹动天上的云。

整一堂课，学生基本能积极地参与到我的课堂，课堂气氛也
相对轻松愉悦，但在教学目标达成上还存有遗憾，难点的解
决没有很好的体现出音乐性以及难点的渗透在之前的环节落
实的也不够理想，有些课堂评价语没有体现出有效性。

《云》这首歌曲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歌曲，并通过自
己对歌曲的理解，与美术学科进行整合，通过学生动手制作
云来更深层次的理解歌曲。

在课的设计时，我针对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心理需求出
发，抓住学生们爱游戏、爱看动画的特性，因此，在教学内
容的设计和安排上，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采用多媒体教学
手段进行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使他
们在感受音乐的同时，学到知识，发展想象力、模仿力和记
忆力。课的一开始，我就用变魔术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通过老师动手用纸撕云，激起学生学习歌曲的欲望，同
时也达到了点题的效果，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
歌词、学习歌曲，在学生年龄小的`情况下，通过制作出形象、
生动的flash动画，用直观的画面帮助学生记忆、学习。

《音乐课程标准》中对于音乐课程的价值提到这样一个方面，
那就是：审美体验价值。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
于人的情感世界。音乐课的基本价值在于通过以聆听音乐、
表现音乐和音乐创造活动为主的审美活动，是学生充分体验
蕴含于音乐音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我在进行备课
的时候就充分地考虑到了音乐的特点，考虑到了音乐课应该
以音乐为主，以学生的听赏感受为主。因此自己的教案设计
能够充分体现出学生为主体的音乐学习活动，突出了对情绪、
情感的感受和体验，在实施过程中也切实地感受到这样的设
计还是很有效的，学生在音乐声中所进行的多种活动都能够
帮助学生感受和理解歌曲，同时学生也为音乐的优美旋律所
吸引。下课后，好多孩子都问我说老师下一次我们还听不听？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最后一首歌的欣赏没
有尽兴，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再进一步更深一层地去听赏、
体验歌曲的情感。

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篇三

根据二年级学生存在的好奇心、爱模仿的特点，在学习和生
活中，儿童总是喜欢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亲手试一试。
因此，用表情和动物表现《大鹿》里的兔和鹿以及为歌曲编
创歌词及表演的环节，为学生展现自我个性、发挥想象力和
展示表演能力设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平台。用各种音
乐实践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演唱歌曲、为歌曲伴奏时，通过师生合作、男女对唱充分
调动了学生学习歌曲的.积极性，不仅使师生融为一体，更让
学生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大鹿》一课是希望通过儿童最喜欢的童话故事，引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去探究音乐。但由于上课时小的细节还不是很
注意，学生分组表现歌曲时剩下同学的大喊大叫、不认真观
看表演，不举手点评等等坏习惯较多，所以在今后的课堂上
多强调课堂纪律。

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篇四

《猴子蒸糕》这课我设计的主体思路是让学生多接触音乐实
际，参与音乐的实践。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音乐学习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他们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
得快乐，他们才乐于学习。因此，我在设计《猴子蒸糕》这
课时将节奏、音准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
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
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
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在这些的游戏活
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



乐，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
意识。

在学习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些简单的动作加入到这
首歌的教学中来。还请学生来情景再现了一番，学生亦学亦
乐！没用多久，学生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曲！我在教学完歌
曲后，我还让学生进行了歌曲的创编，学生的兴致很高，我
以一个小问题导入：那如果你是小猴，你还会请谁来帮忙蒸
糕呢？学生说：“我想请小羊。”我又接着问：那你能为小
羊创编一段歌词吗？这一设想，还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课堂顿时成了学生们想象、创编的天地。有的说要请小猪，
有的说要请大象等等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创编着，为了不和别
人一样，他们努力地寻找表示快乐的近义词。看着眼前的情
景，我也从中体验了许许多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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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音乐童趣教案篇五

课堂打击乐器以其易学易奏、品种繁多、音乐丰富、合作性
强等特点深受师生的喜爱，《过新年》是一首欢快、热烈的
儿童歌曲。歌曲采用了汉族民间音调和秧歌的节奏特点，曲



调欢快、活泼，尤其是歌中模拟锣鼓音响的衬词“咚咚呛”
的反复出现，为歌曲增添了热烈欢快的节日气氛，生动形象
地描绘了孩子们喜气洋洋过新年的欢乐情景。本来让打击乐
器伴奏在整个教学设计中，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让学生能
直接地感受到新年的喜庆气氛。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忽略一
些细节，导致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1、教会学生掌握正确的课堂打击乐器演奏方法，养成良好的
乐器使用习惯，进行有情感的演奏，也是音乐教师应当引起
重视的器乐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忽略的学生根本
没有正确掌握这些小乐器的演奏方法，就下放小乐器让学生，
学生拿到乐器后，就按脑子的已有想法，或见过的东西作为
参照来敲，所以大部分学生的演奏方法是不正确的。例如在
课堂了有些学生拿到了快板。当他一拿到这乐器，就用手抓
响它，可怎么抓也抓不响。当老师发现这一情况的时候，才
记得要先一下，但快板的技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掌握的，所
以学生根本学不来，老师也只能草草了事。这都是忽略了对
学生进行打击乐器学习习惯培养的原因造成的。

2、要把握好，课堂打击乐器伴奏的“度”，关键还是在于教
师本身。要想在课堂上充分发挥打击乐器的作用，首先就不
要盲目地追求“热闹”。选择乐器不适合太多种类。乐器伴
奏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如果太多种类同时运用在教学上，
由于各乐器的音色不同，而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分别演奏，这
就会在教学的时间安排上造成一定的难度，因为一节课只
有40分钟，如果乐器伴奏就用了20分钟，这样，教学的重点
就会解决不了。那么就会变课堂的“绊脚石”。我们的教学
设计就忽略了这点，所以最后的环节没完成。因此，在教学
实践中，就以简便为主，对于低年级来说，绝不能超过三种，
最好是两种。

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善用打击乐，让它在音乐课
堂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