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舞曲小班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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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圆舞曲小班教案篇一

《青年友谊圆舞曲》是人音版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缤纷舞
曲中的内容，《青年友谊圆舞曲》。这首歌曲短小但不失活
泼，全曲热情充满青春的活力。这是这册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单元，对拓宽学生的音乐知识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本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形象性强，信息量大，资源丰富
等优势服务于教育教学，扩大了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丰富
了教育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形象直观的让学生感受，体验
圆舞曲的风格和特点。并采用听觉与视觉相结合、图谱与音
乐相结合、音乐与肢体语言相结合、音乐想象与即兴表演相
结合聆听音乐，学生能在愉悦的氛围中，层层深入体验作品，
感受音乐情绪，认识圆舞曲这一音乐体裁，通过律动表演，
使学生对音乐有了兴趣，有了情趣，进一步加深了对圆舞曲
的体验与感受，从而了解圆舞曲的特点，既获得知识又培养
能力，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在体验与感受这一环节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采用视听结合，声像一体等教学方法，扩大了课堂教学的知
识容量，丰富了教育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形象直观的让学
生感受、体验圆舞曲的风格和特点，从而加深了学生对各种
圆舞曲的风格特点的理解。

再有，在创造与表现和深化体验中，我利用音乐与肢体语言
相结合、音乐想象与即兴表演相结合这一音乐实践活动，激
发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同学们



对圆舞曲这种音乐体裁的认识。

最后，在拓展延伸和小结中，让学生用参与体验的形式巩固
所学知识，学生能在愉悦的氛围中拓宽了音乐视野，培养了
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增强学生的音乐感知力和表
现力，从学生的课堂反应和自然出色的表现来看，本堂课应
该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在积极活跃的课堂中不仅完成了圆舞
曲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没有用刻板教条的概念来教学，而
是在层层递进的环节中愉快而自然地让孩子们学到概念知识，
体验到音乐的魅力。

不足之处：

1、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在课上没能让更多学生亲自上台
体验不同风格进行曲的步伐特点。评价的语言还不够丰富。

2．在音乐活动中，有的学生由于胆怯，害羞的心里，使得学
生主动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还不够高涨，在今后的教
育教学中还应多关住他们的心里变化，及时鼓励，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

圆舞曲小班教案篇二

《新课程标准》说：“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
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儿童诗两首》之一《我想》简短的语言符合学生朗
读口味，生动的画面迎合学生本身的想法，所以学生在积极
主动的思维和情感中受到熏陶和启迪。

课堂上，我先让学生自由读小诗，告诉老师：你觉得作者的
想法美在哪里？学生纷纷说出了自己觉得最美的愿望，说出
最喜欢的画面。有的说把小手安在桃树上，比放感觉更轻，
有的说“牵着万缕阳光”用了拟人，仿佛看到小手牵着阳光



的手；有的说“悠”看出悠闲地荡着秋千，一边还唱着春天
的歌。在讲到蓝天是我的课堂的时候，我让学生想象课堂上
可能有些什么？学生联系诗歌，与作者一道沉浸在一连串美
妙的幻想中，沉浸在童年生活的快乐中，他们说小鸟是我的
同桌，白云是我课桌，太阳是我的老师……带着丰富的想象，
感受着优美的语言文字，然后让学生用自己语言朗读，他们
的情绪被激发，情感被点燃，读着听着，简直是美的享受。

当学完整首诗时，我给学生自由展示的空间，让他们学着也
尝试创造自己的诗，按照每一小节的格式和内容，把自己身
体的某些器官想象进去写。最后，他们都交上了自己的得意
之作：

我想把嘴巴 我想把耳朵，

嵌在风筝上。 安在夏天的森林。

和风儿一起闲聊， 听昆虫奇妙的音乐会，

和小鸟一起歌唱。 听小鸟在枝头动听歌唱。

晃啊，晃—— 听啊，听——

尝尝白云像不像棉花糖。 大自然多么美妙。

我想把头 我想把眼睛

安在花朵上， 装在大树上，

饱尝露水的甘甜， 看小鸟如何飞翔，

欣赏花儿的绽放。 瞧落叶美丽的舞蹈。

荡啊，荡—— 望啊，望——



花枝是我的秋千。 欣赏大自然的奥妙。

我想把眼睛 我想把鼻子

安在火箭上， 安在蜜蜂身上。

带着自己的疑问， 闻荷花清香，

牵着自己的梦想。 嗅熏衣草幽芳。

冲啊，冲—— 采啊，采——

冲上太空探究奥妙。 抱着甜蜜回家乡。

我想把嘴巴 我想把耳朵

装在竹叶身上， 装在大树上。

吮吸春天的雨露， 倾听大树的诉说，

唱出沙沙的歌声。 数着年轮的增长。

盼啊，盼—— 听啊，听——

圆舞曲小班教案篇三

本节课由《我想》和《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第一首
充满了儿童神奇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
想，具有非常浓郁的儿童诗特点。而第二首诗则摄取了童年
生活的三组画面，生动表现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快乐。教学
这课时，本课知识点为：

1.借助拼音或工具书读准本课出现的生字“丫”“汲”，掌
握词语“花苞、柔软、柳絮、喧闹、梳妆、虎牙、水墨画”
等词语。



2.通过有感情地朗诵，想象，感受儿童丰富想象力，尝试着
写写儿童诗。

诗的教学，特别是现代诗的教学，我觉得还是要让学生多读，
在读中感悟，以读引想，以读引说。由于这是儿童诗，和孩
子们的生活很贴近，所以读后，让他们说时，个个都有话可
说，连平时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坚坚也不停地举手发言，还勇
敢地站起来示范朗读。看着他们高举的小手，联想平日有些
课堂的沉闷，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老师如何有效地引导这
里。只有当孩子们喜欢时，这样的课堂，才是最有成就感，
最有效的课堂!有些孩子在下课后兴致勃勃地拿着他刚改写好
的诗，迫不及待地念给我听，看着他那认真的'模样，真是欣
慰!此课不足之处在于，ppt不够细致,时间的把握好是不够的
太好，另外忘记了《童年的水墨画》这一部分的板书。

圆舞曲小班教案篇四

以往，我在教学诗歌时，按照“诵读、学生初步理解、教师
引导理解、再诵读”的教学方式进行。经常这样教学，学生
学习进取性不高，教学效果一般，这学期，在教学第九册
《儿童诗两首》时，我试着改变一下教学方法，我先让学生
谈谈：

1、“我最欢乐的一件事”。

2、“我心中的幻想”。

引导大家联系自我的生活实际展开想象，然后引进对诗歌资
料及其表达意境的全面感悟，再让同学们把诗歌背诵下来。
紧之后，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模仿这两首诗歌的表现形
式，用各自喜欢并且“拿手”的形式来自主表达。于是，学
生个个兴致勃勃，喜欢写诗的同学模仿《我想》、《童年的
水墨画》，写出自我美妙想象；喜欢画画的同学，根据自我
的想象把画面资料描绘出来；喜欢阅读的同学，就去另外收



集几首儿童诗……在这基础上，让学生课外编办《我心中的
歌》儿童诗主题手抄报，把所写的诗、所画的想象画、所收
集的诗歌展示出来。

这样的活动，立足于课堂，又不局限于教材，而是开放思路，
把课堂学习资料同课外生活联系起来。学生即有对生活的真
切感受，有内心自主表达，又把课内与课外相机融合，他们
在看、思、读、说、写、画等一系列的实践中，开阔了视野，
丰富了语言积累，提升了自主的学习意识与本事。贴近学生
生活实际或妙趣横生的学习资料，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诱发主动探索的欲望。

圆舞曲小班教案篇五

以往，我在教学诗歌时，按照“诵读、学生初步理解、教师
引导理解、再诵读”的教学方式进行。经常这样教学，学生
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一般，这学期，在教学第九册
《儿童诗两首》时，我试着改变一下教学方法，我先让学生
谈谈：

1、“我最快乐的一件事”；

2、“我心中的幻想”。

引导大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展开想象，然后引进对诗歌内
容及其表达意境的全面感悟，再让同学们把诗歌背诵下来。
紧接着，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模仿这两首诗歌的表现形
式，用各自喜欢而且“拿手”的形式来自主表达。于是，学
生个个兴致勃勃，喜欢写诗的同学模仿《我想》、《童年的
水墨画》，写出自己美妙想象；喜欢画画的同学，根据自己
的想象把画面内容描绘出来；喜欢阅读的同学，就去另外收
集几首儿童诗……在这基础上，让学生课外编办《我心中的
歌》儿童诗主题手抄报，把所写的诗、所画的想象画、所收
集的诗歌展示出来。



这样的活动，立足于课堂，又不局限于教材，而是开放思路，
把课堂学习内容同课外生活联系起来。学生即有对生活的真
切感受，有内心自主表达，又把课内与课外相机融合，他们
在看、思、读、说、写、画等一系列的实践中，开阔了视野，
丰富了语言积累，提升了自主的学习意识与能力。贴近学生
生活实际或妙趣横生的学习内容，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诱发主动探索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