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乡歌音乐教案(汇总19篇)
高二教案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提
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在范文中，教案的每个环节
都有明确的设计和安排，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有条不紊。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一

一、交流资料，复习引入。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21水乡歌，老师请大家回家收集有关
水乡的资料，你们带来了吗？

生纷纷出示收集的材料。

师：那就和同学交流交流吧。

（培养收集能力，构建起新旧知识的联系，焕起在学生意识
中储存的对江南水乡的认知）

师：小朋友收集的资料真是多种多样，王老师这儿也有一段
江南水乡的风景，我们一起来欣赏。

课件展示江南水乡风光图。

师：你觉得江南水乡怎样？

生自由说感受。

（课堂是学生的，就该让他们把所思所想所知的说出来，创
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自然地抒发）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二

符合第一课时教学模式的初读部分，以学生为主体，自由读，
检查中注意根据教学实情及时纠正字音、句子，初读时注意
识写生字、整体感知课文等各项目标的整合，节约课堂教学
时间，大大提高教学效率，真正让初读落到了实处。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三

1、本次教学活动通过创设一定的情境，采用“悟读组会式”
的方法组织教学。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教师的组织引导、帮
助使学生们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合作、交流，完成本课学习
的目标。

2、《语文课程标准》把“喜欢阅读”放在（1-2年级）阅读
教学阶段目标的第一条。要让学生能“朗读课文并感受阅读
的兴趣”，要采取多种手段让每一个学生都喜欢读书，主动
地读书，进而视读书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让学生通过读
书实践“向往美好的情境”，“感受语言的特点”和“阅读
的乐趣”。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四

想象背，看着课文插图背，还可以用课中操的方法打节拍
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有目的性地教给学生巧
用背诵的方法）

2、生自由练习。

3、生配乐试背。

（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配上相应的表情动作，根据自



己的独特体验，创造性地再现课文，完成了背诵积累的任务。
）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五

布置回家收集有关描写歌颂家乡的诗歌，下节课开展诗歌朗
诵会。

水多

船多

歌多

附板书：21、水乡歌

专家评点：

恰当地运用课件和课文插图，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使学生体
会与感悟江南水乡之美；同时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
激发和培养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六

德：让学生感受水乡秀丽的风光和美好的生活，激发他们热
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智：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上面的只识不写，认识新偏旁，
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七

仿写《水乡歌》（一）

作者：卢韵琳

水乡什么多？

桥多。

千座桥，万座梁。

搭了一座又一座，

好象天上挂彩虹。

水乡什么多？

花草树木多。

千棵树，万朵花，

绿叶从中齐舞蹈，

美化环境好帮手。

水乡什么多？

鸟多。

千只鸟，万只雀，

飞来飞去忙捉虫，

真是森林的保护神。



作者：谭昊天

水乡什么多？

田多。

千担粮，万袋谷，

装满千家与万户，

乐得农民笑开怀。

水乡什么多？

桥多。

千座拱，万道阶，

连接乡村与城市，

带来幸福与希望。

水乡什么多？

鱼虾多。

千斤鱼，万吨虾，

载满一船又一船，

渔民年年好生活。

作者：孙书鸣

水乡什么多？



花多。

千朵花，万片绿，

争奇斗艳尽开放，

五彩缤纷真好看。

水乡什么多？

鸟多。

千只雀，万只燕，

飞在空中似繁星，

挺立枝头赛歌喉。

水乡什么多？

桥多。

千座桥，万座墩，

桥桥相连道路通，

灿烂明天共追求。

作者：孟柯涛

水乡什么多？

鸟多。

千只鸟，万只雀，



森林田野捕虫忙，

飞来飞去真快乐。

水乡什么多？

鱼虾多。

千条鱼，万只虾，

捕了一网又一网，

渔民乐得笑哈哈。

水乡什么多？

米多。

千袋米，万袋粮，

农民忙着庆丰收，

个个喜笑又颜开。。

作者：蒋佳翰

水乡什么多？

花草多。

千朵花，万根草，

花草一片连一片，

大地披上新花衣。



水乡什么多？

鸟儿多。

千只鸟，万只雀，

飞来飞去捉害虫，

保护环境好帮手。

水乡什么多？

笑声多。

千声笑，万声乐，

笑声装满我心窝，

歌颂水乡新生活。

（作者：吴亦梵）

水乡什么多？

桥多。

千座桥，万道梁，

船儿翩翩桥下过，

桥儿连着你我他。

水乡什么多？

鱼虾多。



千条鱼，万只虾，

捕了一网又一网，

渔民乐得笑哈哈。

水乡什么多？

幸福多。

千家喜，万家乐，

欢歌笑语连成片，

唱不完水乡新生活。

仿写《水乡歌》（二）

草原歌（作者：吴亦梵）

草原什么多？

牛羊多。

千头牛，万只羊，

个个健壮又肥硕，

一群一群像云朵。

草原什么多？

游人多。

迎五湖，接四海，



游人牧民共歌舞，

热情洋溢欢乐多。

草原什么多？

歌声多。

一阵阵，一片片，

嘹亮激昂暖心窝，

歌唱草原新生活。

城市歌（作者：邵钰）

城市什么多？

绿化多。

千棵树，万根草，

绿地一个连一个，

美化环境好处多。

城市什么多？

路多。

柏油路，水泥路，

条条大路宽又阔，

交通方便人心欢。



城市什么多？

人多。

这一群，那一伙，

忙着学习和工作，

创造美好新生活。

草原歌（作者：陈佳怡）

草原什么多？

花草多。

千朵花，万棵草，

草地一片连一片，

处处绿草荡碧波。

草原什么多？

牛羊多。

千头牛，万只羊，

蓝蓝天空白云飘，

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原什么多？

歌多。



千首曲，万首歌，

一个牧民一支歌，

歌唱草原好生活。

校园歌（作者：卢韵琳）

校园什么多？

学生多。

热热闹闹来上学，

安安静静去上课，

多学知识和本领。

校园什么多？

欢乐多。

开开心心做游戏，

蹦蹦跳跳去打球，

嘻嘻哈哈真快乐。

校园什么多？

歌声多。

千首曲，万首歌，

歌声飘进千万家，



欢唱校园新面貌。

草原歌（作者：李姝童）

草原什么多？

羊多。

千只羊，万只羔，

羊儿一群又一群，

远看就像白云飘。

草原什么多？

马多。

千匹马，万只驹，

万马奔腾气势壮，

好象勇士凯旋归。

草原什么多？

家多。

千顶帐，万顶蓬。

牧民处处可安家，

热情周到迎宾客。

公园歌（作者：谭昊天）



公园什么多？

花多。

千朵花，万种色，

开满山坡香满园，

万紫千红迷人眼。

公园什么多？

鸟多。

千只鸟，万对雀，

自由自在飞满天，

歌声嘹亮动人心。

公园什么多？

树多。

千棵树，万片林，

郁郁葱葱绿成荫，

绿化环境好帮手。

森林歌（作者：蒋佳翰）

森林什么多？

树多。



千棵树，万片林，

绿叶成阴连成片，

鸟儿成群结队来安家。

森林什么多？

鸟儿多。

千只鸟，万只雀，

翩翩起舞捉虫忙，

真是森林的保护神。

森林什么多？

小溪多。

千条溪，万条河，

哗啦哗啦在唱歌，

歌唱美丽的大自然。

四季歌（作者：丁柠）

春天什么多？

花多。

小蜜蜂，来采蜜，

杨柳儿，弯弯腰，



五彩世界真美丽。

夏天什么多？

雨多。

小雨点，来玩耍，

暴风雨，来歌唱，

唱响天空响天锣。

秋天什么多？

水果多。

黄澄澄的梨，

红通通的果，

吃在嘴里甜在心。

冬天什么多？

雪多。

大地铺上白地毯，

堆雪人，打雪仗，

小朋友玩得真欢畅。

公园歌（作者：孟柯涛）

公园什么多？



花草多。

千朵花，万棵草，

五颜六色吐芬芳，

惹得蜜蜂采蜜忙。

公园什么多？

鸟多。

千只鸟，万只雀，

自由自在玩得欢，

叽叽喳喳飞满天。

公园什么多？

树多。

千条柳，万棵树，

枝繁叶茂像绿云。

装扮公园添绿荫。

田野歌（作者：黄一俊）

田野什么多？

庄稼多。

有大豆，有小麦，



颗颗庄稼汗水洒，

换来农业大丰收。

田野什么多？

机器多。

插秧机，收割机，

田野响起机器声，

农民种田机器化。

田野什么多？

歌多。

千首曲，万首歌，

装满一担又一担，

唱咱农民好日子。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八

根据学情调查，发现学生对水乡基本上没有感性认识，故在
激趣导入中设计两步：一是让学生观看水乡影像，由画面直
接感知，一是让学生听配乐朗诵，从文字中获得印象，在教
学初始阶段让学生对水乡有整体感知：水乡美、水乡水多、
船多、歌多。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九



美丽的水乡有青山绿水环绕，有小桥流水人家。今天我们就
来继续学习第20课《水乡歌》（板题）

1、听老师来读一读这首水乡歌，用心体会体会，看看这首诗
歌有没有把水乡的特点、水乡的美丽唱出来呢？（范读）

2、请同学们自己试着读读这首诗，想想水乡的特点是什么呢？

1、要想画好水，必须知道水是什么样的？请同学们自己读读
第一小节。

2、交流：水乡的水是怎样的？（重点理解渠和荡）

4、齐读第一小节

5、板画水：江南水乡处处绿水荡清波，水乡的水美，水多。

1、自己读读二、三小节，看看还应该画些什么？

2、请一位小朋友来画船。指导：用什么颜色的粉笔？应该画
在什么位置？画一只行吗？（师生共画的同时，其他同学理
解驳的意思）

3、水上有白帆，天上还有云朵。（画云朵）你想起书上的哪
句话来了？

5、指名读第三小节：歌能画吗？（师画歌）

6、解惑：为什么说歌声装满一箩又一箩？（说明歌多）

7、指导朗读：水不仅给水乡带来美好风光，更给水乡人带来
了幸福生活，这一小节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让我们一
起歌唱咱们水乡的新生活吧！

下面我们一起来试着背一背这首诗歌，你可以站起来，也可



以加上自己的动作。（师引背全文）

我们学过的《识字一》，写得也是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色。四
人小组在一起背一背，想一想，江南水乡除了水多、船多、
歌多之外，还有什么特点？我们来作一回小诗人，学着水乡
歌的样子来说一说水乡的其他特点，把它写下来。

教后反思：本节课由于准备时间太匆忙，所以在教学的过程
中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足之处。不足之处非常明显：我在教
学本节课的过程中，开课已始恰逢多媒体教室的电脑再次跟
我调皮撒娇；而水乡的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设计不够准确、
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和学生有了纠缠；第一小节读得太充分
了，拖了些时间。课堂上时间轨道的偏离，让我在情急之下
临时推翻了后面的教案，变扶为放，让孩子们自学二、三小
节，帮助我完成黑板上的板画。通过这一放手，我惊讶而又
欣喜地发现孩子们的自学能力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
出色的表现让课堂又重新萌发了生机和精彩。这一临时性的
改动虽然勃生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和随机的惊喜应运而生
的是不可避免的疏漏：后两小节的学法指导不够到位。另外，
虽说板画设计是本课设计的一个亮点，但同样是画，也存在
一些问题，如画得不够细致，我的具体指导在后面的学习中
也没能真正显示出来等等。上好一节课是要千锤百炼的，时
间的雕琢和用心的研读和学习是我努力的方向。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

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气氛。根据
苏教版第一学段阅读课文编写意图，遵循母语教学的基本规
律，对诗歌内容不做过多讲解，而是紧紧围绕“读好书、写
好字”两大任务，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与写，使学生在丰富的
情感体验中理解和创新，将识、读、写结合，让学生们学出
乐趣，学出信心。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8个生字，绿线内的3个字只识不写，认识2个偏
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感受水乡的秀丽风光和水乡人民的美好生活，激发他们热
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二

?水乡歌》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苏教版）第
三册第8单元中的一篇优美的诗歌。诗歌歌颂了水乡的秀丽风
光和幸福美好的生活，抒发了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
感情。全诗共三节，字数相等，匀匀押韵，富有鲜明的节奏
感与和谐的韵律美。第一小节写水多，说明水乡的自然资源
丰富；第二小节写船多，表现水乡人民的勤劳；第三小节写
歌多，说明水乡人民生活的幸福。诗歌抓住绿水清波，白帆
如云的特点，勾勒出一幅鲜明形象，秀美的水乡风光图。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三

在三段的精读时间内，设计以画促读，创设情境，学生学习
兴趣极大地激发出来。画要画好，课文必须要读懂，学生便
饶有兴味地去读课文了。三段的画方法也有不同，第一段在
充分读之后交流水乡的水是什么样的，得出水乡水多、水绿、
水清，先读好这一段再指导学生作画。第二段在自由读后，
请一位学生画一只船，教给方法，再请小朋友画多只帆船，
教师画上云朵，由画到文，想起书上哪句话?指导朗读(白帆
片片像云朵，飘满湖面飘满河)，由画促想，这么多船在干什
么?水里会有什么?水上呢?水边呢?在小组充分交流后再作画，
有感情读第二段。第三段以画设问、促读，歌可以画吗?先自
读第三段，小组交流谁在唱歌?为什么唱歌?师小结，水乡人



们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么多的帆船你能
听到他们在唱歌吗?这一段虽未画歌，但通过图引导学生讨论
两个问题，认识到水乡人民生活的幸福，真正做到以画促读，
未着笔墨却体悟深情的目的。

三段学完以后，继续以画促进诗歌内涵的理解，还可以画什
么?楼房、小鸟、树木等，揭示出“鱼米之乡”，进一步认识
水乡风光优美，作画培养了学生想象能力、理解能力、表达
能力。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四

精读部分以画促读，读懂诗歌，读美诗歌。画的过程是思考
的过程，是对文本语言创造的过程，读懂了方可画好，画好
了自然理解了水乡的生活，便可读美诗歌。动脑读书、动手
画画相结合，读懂诗歌、理解重点句，便可入境悟情。在以
画促读的过程中，时刻不忘学生的提问，涉及到相关问题解
决后问一句“你懂了吗?”是对学生真实的关怀。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五

本节课设计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在读好课文的基础上感悟祖
国的语言文学，受到美的情感熏陶，初步产生热爱家乡、热
爱生活的感情，故读好既是手段又是我们的一个阶段目标。
本节课安排了各种形式，行之有效的读书环节，让学生充分
地读懂、读好，感悟语言文字的魅力，体现苏教版的教学特
色。三、开放自主。

解放学生的头脑，让他们大胆质疑;解放学生的双手，让他们
动手作画;解放学生的身体，让他们活动自由!针对学生的认
知和兴趣设计教学，在过程中他们将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六

过渡：水乡的水多船多，人们的歌也多。水乡人民的生活大
家了解得不多，王老师特地从网上找来了几张照片，我们来
看看。

课件放映水乡渔民打渔情景图片。

1、你看到了什么？

2、这情景色以前，我们也在哪篇课文中学过？

生争先恐后说是识字1，夕阳·归舟·渔歌

（以旧引新，为新知识构建引路搭桥，以此突破学生难理解
的疑点）

3、如果你是这些丰收的渔民，你心情怎样？

4、自由练读第三小节。

5、开展“挑战读”比赛。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赛读，符合学生心理特点，学生兴致高
涨，十分投入）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七

过渡：水乡的水多，你们一定会想到水乡的什么多？（船多）

1、生自由边看课文插图，边读课文第二小节，看看能不能自
己读懂课文。

屏幕出示课文插图。



师：找找看，你能找到图上哪些景物就是第二小节写到的呢？

2、生边看图边自由说有的找片片白帆，有的找驳，有的找湖
面……

（利用指导观察课文的插图，帮助学生进入诗歌的境界。）

3、这么美的画面，该怎么读第二小节呢？

（让学生结合画面，适用已有的生活积累，在读中悟，在悟
中读，用“心理视线”去读书，去领悟语言文字的感悟品味
到内在情感的真切流露。）

4、生同桌互相练读。

5、指名读。还有谁想读？（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尊重学生
个性化的体验表达）评选小朗读能手，奖给小船做纪念。
（多次的指读，给学生展示的机会，激发学习热情）

6、集体读。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八

苏教版小语教材第三册的第八单元课文《水乡歌》，是一首
歌颂水乡秀丽风光和幸福美好生活的诗歌，诗歌抓住绿水清
波、白帆如云的特点，勾勒出一幅鲜明、形象、秀美的水乡
风光图。因此，引导学生在朗读中进一步理会诗歌的内容，
感受诗歌的意境，激发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
情是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设计如下：



水乡歌音乐教案篇十九

1、小朋友们生字学得真好，我想，你们一定也能把书读好。

齐读课文。

师：这首诗共有几个小节？

2、每个小节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句子，你找到了吗？

这个句子后面是个什么符号？

（相机出示“？”，认识问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就可以
用上这个小钩子——问号了。）

怎样把这句话读好呢？谁来试试看？你为什么这么读呀？

3、水乡到底什么多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诗歌是怎么写的。

师：请选择你最喜欢的一节练习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