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 龙的传人教学反
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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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篇一

在学《龙的传人》这堂课时，我和孩子们情感充沛，感情激
荡。首先我以情激情，以情动情，创设了一个有利于学生感
情激发的情境——请高文娥同学给大家表演唱《龙的传人》
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到大家最为熟悉的歌曲部分时全
班情不自禁齐声高歌，此刻，教师情、学生情、作者情形成
了一个“情感场”。学生在这一“场”中学习语文，感悟传
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教学后，对怎样使孩子对龙的认识更加立体、丰满，我进行
了一些思考。如果教学时运用网络，能让学生充分感知龙文
化的历史渊源和传承，龙文化对中国人性格的塑造、龙文化
对民族精神形成的作用。此外，如果让学生在“龙文化”层
面上进行一种尝试性或趣味的练习，比如：交流龙的传说故
事、龙的诗歌、龙的成语、龙的绘画，本地龙文化的现象等
等，这样，就本课而言，更有利于我及时考察学生文本的掌
握程度，进一步的激发学生探究龙文化的兴趣。所以在本周
的班会活动中设计安排了以上活动，对本课教学进行了丰富
有益的补充。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篇二

在《龙的传人》一文教学中，我首先利用舞龙的多媒体视频
让学生欣赏，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首先让学生对龙有初步



的认识。学生讲出了对龙的初步认识“威武、凶狠……”，
这些情绪的表现都是真实的感受，同时也是经过大脑思维活
动对本课龙的初步的理解。然后，让学生通过欣赏各个时期
的龙的图片，使学生从视觉上对龙的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和了
解，在龙的家族方面，我通过讲解龙生九子的故事结合图片，
吸引学生的注意。本课的重点是学生对龙的造型的掌握，本
课我通过欣赏-----找一找---教师示范等方面让学生掌握龙
的基本造型。

当然本节课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有些地方对学生的'提问
太突兀，口头禅用的太多，语气过于平淡，没有激情，无法
活跃课堂气氛，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太少，评价语言太少等等，
在学生作业时，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没有很
好的指出来，在最后的作业评价方面，对学生作品评价的方
式不够丰富多样。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篇三

今天，我和学生一起走进了《龙的传人》。我班学生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阅读基础和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在本课
的学习中我围绕“质疑、解难，读书、感悟，讨论、交流”
展开教学，通过听歌导入，图片展示，让学生“乐中求知”，
通过自读感悟，小组合作交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相机点拨，又突出了重点，将以人
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落到了实处。

在课文里边，我们对龙文化的认识仅限于一个极其粗放的认
识和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龙的传人，一名教师---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和我一样在这一方面
缺失，我要尽我所能的帮助他们了解更多的龙文化。

龙文化到底包括什么内容？网络给予了我帮助，搜集来与之
相关的知识，和学生一起了解了龙的起源、龙的发展、龙的
传说、龙的艺术、龙的影响。仅仅了解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我上的是语文课，我要借助这个载体给予学生更多语文
的东西。

于是搜集了龙的诗歌、龙的词语等等与语文相关的东西让学
生在手抄报里边呈现出来。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孩子们对
中国的龙文化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对与龙有关的知识加
以了巩固，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现在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说上几个与龙有关的传说，都能写
出十个八个龙字成语。回想我曾经对那个会讲“龙生九子各
个不同、护佑平安的海龙王”是那样的崇拜，现在我的学生
也都知道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了，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这
也就是一名普通教师内心的追求，只要能尽自己的努力教会
自己的学生就行。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习使用不同的速度、力度变化进行演唱。要吐字清楚，以
表现勤快人和懒惰人的不同形象。

2、积极参与创编新歌词，基本做到独立地即兴编出新词并即
兴唱出。

活动准备：

请幼儿回家观察父母在厨房里干的事情，并把它说来。

活动过程：

1、唱第一段歌曲。

(1)教师请幼儿谈谈：勤快人在厨房里可以干什么事情。



(2)教师示范唱第一段歌曲。

(3)教师带领幼儿琴声学习演唱第一段。

2、创编第二段歌词。

教师创设情境：懒惰人在厨房不做炒菜、煮饭、蒸馒头这些
事情，把这些编在歌里，并把它唱出来。

3引导幼儿用不同的力度、速度变化唱出两段歌词。

4，创编新歌词。

(1)教师启发幼儿想出勤快人在厨房里干的其他事情，并把这
些事情编成歌词填到曲调唱出，且对应地唱出懒惰人不干这
些事情的情景。

(2)教师启发幼儿想出勤快人在其他地方干的事情，且对应地
唱出勤快人干这些事情的情景。

5、合作地编和唱。

教师提醒幼儿连贯的唱出第三、四、五、六小节，中间不能
停顿，且完整地唱出，并注意强弱、快慢的变化。

教后感：当我提出唱勤快人和懒惰人时要用不同的速度、力
度变化进行演唱时，部分幼儿还不会分辨节奏。

活动反思：

这是一首诙谐幽默又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本身是十分优秀
的儿童歌曲作品，因而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没有多久孩子们
都学会了而且特别喜欢唱，在活动中老师把重点放在了理解
歌曲并创编歌曲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很快用厨房的
各种工作代入到歌词中去，编出了新的歌曲，而且在平时的



生活中也经常听到他们在唱这首歌，也会经常加入新的歌词。

音乐课龙的传人教案篇五

走进课文的情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感悟课文，是学习语文的
最重要的方式。在我的语文课堂上，许多同学大多数时间，
只是用眼睛学习，而不是用心、用感情去学习，所以自身的
思维和情感总是游离课文之外，做了体验和理解课文内容的
局外人。情感是激发同学智慧灵感的动力。同学在学习课文
时，没有感情的投入就不会智慧火花的闪现。因此，激发学
生学习中感情投入，是学习好一篇课文重要的条件。

在《龙的传人》一文教学中，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声情并茂的
范读，引起同学们情感的共鸣，让学生讲出此刻的心情。学
生讲出了“高兴、兴奋、自豪、骄傲、惊讶、羡慕……”心
情，这些情绪的表示都是真实的感受，同时也是经过大脑思
维活动对课文的初步的理解。然后，让学生带着这种真实的
情感去读课文，把自身的感情融入课文的语言情境之中。在
学生读文时，我让大家边读边想象一下自身脑海中的画面，
利用形象思维方式，进一步把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入更深的层
次，学生读文之后，有的说：“我好像变成了皇帝，衣着龙
袍坐在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有的说：“我脑海里的
画面是，我骑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龙在云雾中飞行。”有的说：
“我看见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上面雕刻着许多龙的图案。”
有的说：“我自身变成的一条龙，在天空中上下翻
飞。”……总之同学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情感得
到极大的抒发。这种抒发的方式是间接的，是把自身置换为
课文中的龙。不足之处就是在让同学们想画面的同时，又让
他们想心里话，后一问题响应者比较少。

原因是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孩子们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可以分开进行，后一个问题，可以让学生在默读文后进行，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说自身的内心话既是对课文的理解，也
是学生对语言情境的感情体验。



文章学习完之后，可以让学生动手写一写，自身学习文章时
的情感轨迹。方法是先说一说自己喜欢读的课文内容，再说
一说读这些文段时，自身的心情，接着描绘一下自己读文字
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最后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