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音乐说课 人教版小学音乐教案(优
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音乐说课篇一

教学内容：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教学目标：

1.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2.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知识。

教学过程：

1.请同学们汇报课前收集的有关奥林匹克知识。

学生汇报完后，师总结。

导入欣赏内容《奥林匹克号角》。

2.欣赏《奥林匹克号角》。

（1）初听乐曲。

什么乐器演奏的？乐曲的速度？情绪？

（2）师简介作品。



（3）分段欣赏。

听赏第一主题。

这段旋律的速度？力度？情绪？

听赏第二主题。

这段旋律的速度、节奏有何变化？与第一主题有何不同？

听赏第三主题。

这段旋律与第一、二主题又有何不同？

（4）总结曲式结构。

（5）完整欣赏。

（6）欣赏了这首乐曲后，请说一说你的感受。

3.观看录像片段：体现中外奥运健儿奋力拼搏、永不放弃的
奥运精神的资料。边看边再次听赏。

4.总结。

通过欣赏乐曲，使学生学习中外奥运健儿奋力拼搏、永不放
弃的奥运精神。

小学音乐说课篇二

情感与态度：了解人们迎接新年的不同方式一，体会节日的
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行为与习惯：让学生积极参加庆元旦的活动，通过看动画、
录像和制作贺卡，发展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能力和创



意、设计与制作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能力。

知识与技能：会正确使用剪刀等简单的工具，尝试利用废旧
物品制作贺卡的。

过程与方法：在活动中让学生尝试用不同的方法与同伴交流、
合作。通过交流，分享感受和活动成果，提升生活经验。

活动准备

1、让学生收集反映不同地方人们过新年活动的图片资料的。

2、收集关于年的来历的资料。

3、师生准备剪刀、胶水、水彩笔、废旧挂历、纸张等的。

4、收集学校、我市迎新年庆元旦的有关录像片的。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元旦的热闹氛围的。

活动难点：学习收集与元旦活动相关的资料，并在课堂上能
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课件出示：
小兔贝贝并播放画外音）：“小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我
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
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年的传说》，好吗？好！”

（大屏幕播放故事《年的传说》）



师：大家喜欢过元旦吗？过元旦高兴吗？为什么的？

生自由说：喜欢，过元旦可高兴了，又长大了一岁，还可以
放鞭炮??

师：请大家把带来的日历翻一翻，看一看，说一说，今年是
哪年？去年是哪年？元旦是哪一天？（大屏幕显示问题）生
查找日历并回答问题。

师：元旦是每年的第一天，标志着新年的开始。世界各国的
人们在这一天都要欢庆元旦，全球也都以这一天做为新年的
开始。

师：刚才老师发现小朋友把课外收集到的关于元旦的资料都
带来了，有的还带来了元旦时拍的照片，下面把它们拿出来
在课堂上展示一下，好吗？（生把资料拿出来，在小组内互
相交流，并谈谈各自的感受。可把资料放在投影上展示。）

师：过新年了，到处都是一幅热闹的景象。小朋友，你们想
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是怎么庆祝元旦的吗？下面就让我们一
起乘坐“神舟号”飞船去游览一下，请看大屏幕。（课件展
示：世界各地的人、祖国人民过新年时的图片，孩子们乘
坐“神舟号”飞船游览的情景，出示地球转动）

（指生说说你知道这是哪些地方的人们在过新年吗？教师可
适当补充。）

师：这使我们想起了以前过新年时的情景，这节课就让我们
一起过个新年好吗？让我们一起大声喊“过年啦”（课件出
示：鞭炮响，音乐起。《喜洋洋》或《新年好》）教室内一
片沸腾。

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迎新年的情景，那你
能说说我们这儿过元旦时有什么不同的习俗吗？下面我们一



起来看一段录像。指导学生看本地迎新年、庆元旦时的录像
（文艺汇演等）

师：今年的新年你打算怎么庆祝呢？（生自由说。唱歌、跳
舞、做贺卡等）根据学生回答可让他们表演一下。

二、自己动手做贺卡

师：下面用我们的小巧手来制作一张贺卡吧！贺卡上面可以
画上自己喜欢的画或写出自己的心理话，然后再把它送给老
师或小伙伴，以此来表达对他们新的祝愿。

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利用废旧无毒材料制作贺卡、书签等小
礼物。

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又到了小兔贝贝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了，（：电脑播放画外音“祝大家都能过一个健康、愉快的
新年。小朋友们，再见！”）

小学音乐说课篇三

（1）通过欣赏《歌唱祖国》和学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了解、接受）

（2）认识并学唱三连音。（了解、初步学会）

（3）认识并学唱重音记号。（了解、初步学会）

（4）学奏口琴7、1两个音（了解、模仿）

教学重难点

（1）重点：使学生进一步熟悉、了解进行曲的体裁和风格，
掌握歌曲坚定有力、强弱分明的节奏。



（2）难点：歌曲难度较大，主要是弱起节奏和三连音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检查坐姿

二、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歌曲、三连音、重音记号、力度记号……

三、新授

1、师：今天我们要来欣赏一首是根据同名歌曲改编的铜管乐曲
《歌唱祖国》。乐曲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气蓬勃、蒸蒸
日上的新气象。旋律气势豪迈而充满深情，连贯统一又富于
变化。乐曲由长度相等的两部分组成。接下来，我们就来欣
赏一下这首乐曲。

2、初听全曲：生边听边想，初步感受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与情
感。

3、复听全曲：

通过分段欣赏，对乐曲主歌与副歌部分在节奏、结构、音调
上的分析对比，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教师结合学生的议论进
行概括，总结使学生了解音乐的表现手段与内容的关系，进
一步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音乐形象，提高他们对音乐的感受
力和理解力。

乐曲开始有一个气势豪迈、勇往直前的前奏，接着第一部分
由最低的5以主和弦分解，不断向上跳进到乐曲最高音，好似
祖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进行曲风格，很鼓舞人
心。



第二部分，旋律富有歌颂性，和第一部分形成强烈的对比，
表达人们对祖国的深情。四十多年来，这首乐曲传遍了祖国
大地，已成为独立自由新中国的象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于1980年5月起将它作为全国新闻联播的开始曲。

4、再次完整地欣赏，以巩固学生获得的知识。复听后要求学
生讲出作品的名称、作者、演奏形式及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
想。

5、巩固全曲。

小学音乐说课篇四

一、学习以音乐的方式与教师和同学交往，喜欢并乐于参加
音乐实践活动。

二、能够和大家一齐整齐地演唱并背唱歌曲《你的名字叫什
么》、《拉勾勾》。

三、初步认识课本中的几种音乐学习标志，尝试以动作和语
言表达活泼欢快的情绪。

一、聆听与表演《玩具兵进行曲》

二、表演《拉勾勾》

三、聆听《哨与小狗》

教学重点：表演《拉勾勾》

教学难点：尝试以动作和语言表达活泼欢快的情绪

一、生听着《玩具兵进行曲》进教室，做自己喜欢的动作。



二、聆听与表演《玩具兵进行曲》

1、听《玩具兵进行曲》，要提示学生合着音乐走或跳、在学
生心中建立走和动是与音乐相关的意识。

2、让学生在听音乐时，当听到乐曲中有小喇叭和大喇叭出现
的声音时用动作表示出来。

3、表演《玩具兵进行曲》：请小朋友当这首乐曲当中的人物，
听着音乐做自己喜欢做的动作。

三、表演《拉勾勾》

1、听着老师的琴声唱歌曲。唱的不准确的地方教师加以指导
纠正。

2、边唱边表演，师可教学生动作，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自编
动作，给学生以自编动作最好的意识。

四、聆听《哨与小狗》

2、复听乐曲时，这声音出现了几次，为小狗的叫声涂上颜色。
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在课本图中大胆添画。

3、进行表演

让学生自己分角色，分别扮演男孩或小狗，随着乐曲表演，
用动作表现自己对音乐的感受。

五、课堂小结：通过听音乐让学生涂颜色，提高学生的兴趣。

小学音乐说课篇五

小学音乐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音乐中的动物》第四课
《螃蟹歌》



4拍，徵调式，由上下乐句构成，风格比较诙谐，演唱速度较
快。表现了在江边玩耍的孩子们遇到螃蟹并观察螃蟹，和螃
蟹发生有趣故事的情景，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螃蟹
夹人的过程，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颇具情节性和戏剧性。
这首歌曲共有三段歌词。第一段描述了螃蟹的长相、形态;第
二段随着音乐戏剧情节的展开，描述了顽童的脚趾被螃蟹夹
住了，一方面顽童努力挣脱，要甩脱螃蟹的大夹夹，一方面
螃蟹紧夹不放，从而将歌曲推向高潮;第三段是顽童祈求螃蟹
放开“我的脚”，充满幽默感。

这节课的受教对象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年小幼稚，注意
力容易松懈、分散或转移，但是他们敢说敢做，想象力丰富，
爱唱爱跳爱玩，表现欲望十分强烈。他们一旦对事情产生了
兴趣，就会全身心的投入。

唱歌《螃蟹歌》

1、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学习歌曲，体验诙谐活泼的情绪，
感受音乐中的幽默感与乐观的态度。

2、过程与方法：通过聆听、模仿、律动、表演唱的形式来学
习歌曲，并能运用四川方言和诙谐的情绪来演唱歌曲。

3、知识与技能：学生运用四川的地方方言演唱歌曲，体验不
同地域文化特点。

教学重点：准确地唱好歌曲《螃蟹歌》

教学难点：歌曲旋律的音准及运用四川方言演唱歌曲。

教学课时：1课时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则谜语，聪明的你们谁能最先猜出
答案。



2、师：看来同学们都是分厂聪明的孩子，一下就猜出来
了。(出示螃蟹图片ppt)

(设计意图：通过猜谜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歌曲的兴趣。)

二、初听歌曲，感受节奏

1、播放《螃蟹歌》请同学们聆听一首有关螃蟹的歌，歌曲中
是如何描述螃蟹的?同学们，谁能说说螃蟹的特点啊?生：圆
壳、八只脚、两个大夹子、横着走(示范动作)随后课件展示
不同螃蟹的图片。

2、歌曲中不仅描绘了螃蟹的长相、形态，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是什么样的趣事啊?我们再来听一遍歌曲，你们听听歌曲里面
的小螃蟹有多顽皮，它是怎样顽皮的?生：夹住我的甩呀甩不
脱。一方面顽童努力挣脱，要甩脱螃蟹的大夹夹，一方面螃
蟹紧夹不放，顽童祈求螃蟹放开“我的脚”，充满幽默感。

3、节奏练习：小螃蟹除了顽皮还喜欢吐泡泡 吐 咘噜 吐 咘
噜 吐 咘噜 吐 我们一起来模仿一下螃蟹吐泡泡的声音吧!课
件展示节奏型并练习。

4、旋律练习：先有节奏的朗读歌词：ppt出示带节奏歌词前四
小节。接着师唱旋律，生演唱歌词。

(设计意图：几次聆听对学生提出不同要求，使他们有意识的
听，更利于注意力集中。让学生在有意识的聆听中潜移默化
地熟悉歌曲旋律，将枯燥的节奏、旋律练习用吐泡泡的形式
游戏化，激发学生兴趣，为学习歌曲打下坚实的节奏基础。)

三、学唱歌曲

1、再听歌曲：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节奏和旋律的练习，你已
经基本掌握了歌曲的前四小节，我们再来一起听一听歌曲，



这首歌中，有哪些字或者词与我们平时说的普通话是有差别
的?生：哥、脚、河、壳......看来同学们已经找出来
了。(ppt标出相应字音)

2、这是一首运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相结合演唱的一首歌曲，
同学们找出的这些词语都运用了四川方言的发音。

3、用四川方言朗读重点歌词：小妹妹 小姑娘 ——幺妹 好
——要得

4、哥、脚、个、硬、壳、河、脱 由读到逐句旋律演唱。

5、随琴轻唱第一段歌词，注意四川方言的运用和音准。唱第
二段。

6、最后一段语气要重一些，展现出歌唱者迫切想要挣脱束缚
的心情。(加入双响筒)

7、歌曲情绪处理：一方面顽童努力挣脱，要甩脱螃蟹的大夹
夹，一方面螃蟹紧夹不放，顽童祈求螃蟹放开“我的脚”，
充满幽默感。

8、完整演唱歌曲

(设计意图：通过对四川方言的学习，使学生能正确运用方言
演唱歌曲，通过对歌曲情绪的处理，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四川
童谣的风格特点以及音乐语言中表现出来的风趣与幽默。)

四、拓展延伸：欣赏四川方言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