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 三年级
音乐教学计划(优质5篇)

计划是人们在面对各种挑战和任务时，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
理自己的时间、资源和能力而制定的一种指导性工具。计划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
时间、资源和任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篇一

本学期我任教的年级为三年级1——5班的音乐课，我从综合
课入手，在教学中渗透德育、美育，在课上进行多媒体教学，
努力使学生在上课过程中逐步实现全面发展。 由于学生年龄
特点原因，他们比较爱好歌、舞、一类的唱游课，这种课型
使学生在学习时积极性高，创新能力能够自然发挥。

本学期，学生音乐水平已有明显好转，但还有一部分同学音
乐基础知识欠佳。音乐知识的欠佳会直接影响学生对歌曲的
理解能力。所以，课堂中结合基础知识进行音乐教学以此提
高学生歌唱的完整性。总的来说，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注重
音乐基础知识训练，进一步巩固、完善教学。提高学生能力。

本册教材定的思路是“以审美为中心，以音乐文化为主线，
以音乐学科为基点。加强综合与渗透，把激发学生学习音乐
的兴趣贯穿于始终。从教学理念上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
“面向学生，注意个性发展。”本教材共分九个单元。主要
内容按欣赏、表演、编创活动几大块安排。在欣赏方面着重
倾向于声乐作品，欣赏优秀的中外声乐作品中了解一些关于
人声的知识及声乐的演唱形式。在表演方面增加学生个性发
展，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音乐知识的渗透。并使所学的乐
理知识在实践和创造中得以运用和创新。在多彩的音乐活动
中培养学生的表演能力，创新能力和感受能力。



第一课《童年》 表演《摇啊摇》、《小酒窝》，欣赏钢琴曲
《童年的回忆》，合唱曲《我们多么幸福》，表达对童年生
活的回忆与热爱。

第二课《草原》 表演《草原上》《我是草原小牧民》，欣赏
《草原放牧》《草原巡逻兵》，通过听、唱、舞、奏、创等
大量的音乐实践活动，初步感受这一地区的民族风格。

第三课《友谊》 表演《原谅我》《噢！苏珊娜》，欣赏《同
伴进行曲》《船 歌》，表达同伴间的珍贵友谊，体现好伙伴
之间的合作意识与集体主义精神。

第四课《放牧》 表演《小牧笛》《放牛山歌》，欣赏《小放
牛》《牧歌》，通过本课学习了解音乐与地区之间密切的联
系，感受祖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音调，激发对祖国民族音
乐的热爱。

第五课《妈妈的歌》 表演《妈妈的心》《唱给妈妈的摇篮
曲》，欣赏《妈妈之歌》《鲁冰花》《小白菜》，体现不同
形式、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歌曲对妈妈深切的爱。

第六课《四季的歌》 表演《四季童趣》《捉迷藏》，欣赏
《樱花》《雪花飞舞》，感受并体验音乐作品相互不同的风
格与情趣。

第七课《钟声》 表演《铃声叮叮当》《美丽的黄昏》，欣赏
《维也纳的音乐钟》《灵隐钟声》，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激发
对音乐的兴趣。

第八课《爱鸟》 表演《一只鸟仔》《小乌鸦爱妈妈》，欣赏
《对鸟》《空山鸟语》，通过唱鸟、爱鸟、护鸟，增强环保
意识，增进自然常识，提高审美情趣，发展联想、想像。

第九课《丰收歌舞》 表演《桔梗谣》《圆圆和弯弯》，欣赏



《丰收之歌》《丰收的喜悦》，表现人们喜庆丰收的欢乐之
情。

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养成欣赏音乐的
良好习惯，逐步积累鉴赏音乐的经验。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
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鼓励学生自信地演唱、演奏，
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及创造性。

1、激发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开发音乐的感知力，体验
音乐的美感。

2、能自然的有表情的歌唱，乐于参与其他音乐表现和即兴创
作活动。

3、突出音乐学科特点，培养合作意识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1、本学期通过对学生坐姿、唱姿、合理呼吸的培养，为学生
学习音乐打下基础。

2、通过对综合课，唱歌课，欣赏课及唱游课的教学，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融会贯通，提高其音
乐素质。

3、注重音乐知识和技能、技巧的练习，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
并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通过综合练习，使学生的艺术修
养，音乐素质大大提高。

1、指导学生学习正确的坐姿、唱姿，以及合理的发声演唱；

2、注重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知识训练，指导学生有
感情地歌唱；

3、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了解歌曲的情绪，并能用正确的情绪来
演唱不同的歌曲。



4、每节唱歌课都要给学生留有练习巩固时间，教师给予正确
处理、引导；

6、通过律动教学，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乐感，加强学生的素
质；

7、在综合课、唱歌课、欣赏课、歌舞唱游课中渗透德育，深
化教育改革；

8、利用多媒体开展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
堂生活。

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篇二

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两年的音乐学习，同学对学习
音乐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有自身的见解。这时对今后学习有很
大的作用，我们必需要抓住这个阶段的学习，为今后的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学期的学习中，我要巩固同学上学
期学习的知识，并做好本学期的学习，培养同学喜爱音乐的
感情。

本教材的编写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喜好为动力，培养同学
的发明意识。音乐于相关文化相结合，强调同学参与实践活
动，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关系。本教材的
设计特色是以单元式的教学结构，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保
守于现代相结合的教材内容，独特的评价方式，活泼大方的
版面设计。

（一）、发声训练局部：

1、 学会连音唱法，逐步做到声音自然而连贯、圆润而流畅。

2、 运用非连音和断音唱法时，声音要有弹性。



3、 初步运用气息控制，做力度变化的练习。

4、 在韵母变换时，逐步做到声音位置不变，注意咬字、吐
字的正确。

5、 二声部发声逐渐做到声部和谐。

（二）、视唱、知识、练耳局部：

1、 读谱知识：结合键盘认识音名从c1到c2在高音谱表上的
位置。认识各种常用音符、休止符，知道名称和它们的名称
和时值。学习和点音符，知道它们的名称和时值。学习各种
拍子的指挥图式。学习顿音记号和其唱法。

2、 视唱局部：视唱c调号上的自然大、小调音阶和五声徽、
商等调式音阶。在教师协助下视唱c调号上的单声部歌曲（包
括所学过的音程和节奏）。练唱有大小二度、大小三度、纯
四、纯五度、大小六度、纯八度旋律音程的练习（不出现名
称）。划拍视唱各拍子歌曲。

3、 练耳局部：练习听记两个音——四个音连续进行的旋律
音程，增加大小六度音程。（不说知名称）。练习听
记2——4小节的节奏。听辩二拍子、三拍子歌曲，标出小节
或节拍。

（三）、欣赏局部： 结合音乐作品的欣赏，了解一些旋律的
初步知识（如旋律进行的方式、特点和一般的表示意义），
以进一步加强情感体验的能力，加深对音乐形象的感受，进
入比较深入的欣赏。

1、认真备课，做好前备、复备工作，为能使同学上好课做好
充沛的准备工作，备课时注意与新课标结合，并注意备同学。

2、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同学要注意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法，使



同学能够充沛发展。

3、设计好每堂课的导入，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

4、课堂形式设计多样，充溢知识性、趣味性、探索性、挑战
性以和扮演性。最大限度的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最
大限度地学到知识，掌握技能。并注意在课堂上采取一定的
形式，培养同学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5、积极和其他学科沟通，积极研究学科整合。响应新课标要
求。

6、多看多听其他学校的课程，在本校多实施，使同学开阔眼
界。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篇三

本学期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更加有效地完成教学
目标，根据我校音乐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本教学计划。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非常偏重，更重于唱歌，对音乐知识和欣
赏内容教学的学习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冷淡。学生借助乐理知
识理解音乐的能力虽有所提高，但仍需要努力激发对其学习
的兴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不断尝试着新
鲜丰富的生活。音乐作为一门不可或缺的艺术种类而言，有
着其自身的特点。音乐是美的、多种类、多元化的。它既古
老又现代，既优雅又时尚。通过优美动听的旋律、多样善变
的节奏，体现了人们在不同意境中的思想感情。学生们喜欢
音乐、喜欢唱歌，从各种媒介中获得她们衷爱的音乐形式、
音乐作品、创作者及演唱者的相关信息。显然，单一的音乐
教学内容，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满足不了学生对不同音乐
的求知欲望。初三年级的学生，有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且又具备敏感细腻的心理特征。相比之下，女中学
生们对音乐的理解更趋向自然纯真。她们喜欢美的旋律、追
求崇尚美的感受，渴望体验美的真谛，更愿意成为美的少女。
新的教学大纲也告诉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音乐的美，
用心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以往教学从教师的“教”
考虑较多，以教师为主，很少考虑学生的学。它的理念是建
立在‘教师中心论”上，强调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学生通
过教师的教、传授去获取知识，因此学生往往处于被动的状
态中学习。现代教育的理念，强调学生的学，以学生为本。
所以教育理念定为“以学生发展为本”。

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基础教育、是普通公民教育，它有别于专
业音乐教育。因此，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乃是中小学
音乐教育的理想价值观。基于这种教育理念，组织音乐教学
活动，必须面向每一个中小学生。其中包括那些对音乐并不
敏感或兴趣不浓的学生。音乐课应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从中受
益，都能得到发挥潜能的机会，也都能从中得到生活的乐趣
和美的享受。为此，要转变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
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倡以学生为主体，以参与
艺术实践和探索研究为手段，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
目标的新型教学模式。

音乐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完善学生的个性。众所周知，学
生的音乐能力都会因为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教育条件不
同而形成巨大的差异。因而其音乐兴趣、音乐潜能、音乐生
活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音乐本身的非语义性及音乐艺术的
自由性和多样性，给接受者对音乐的多解性和个性化的演绎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一切音乐教学活动都不应该强求
一致，应该允许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允许学生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学习音乐，允许学生有个性化的独立见解。
这一切，是与面向全体学生相辅相成。

教材编写的思路是：以审美为中心，以(音乐)文化为主线，以
(音乐)学科为基点，加强实践与创造，加强综合与渗透，把



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贯穿于始终。

教材的曲目选择，在考虑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基
础上，尤其注重歌曲的可唱性与欣赏曲的可听性，各年级的
歌曲还兼顾时代性。朗朗上口，易听易记，让学生爱唱爱听。
在乐谱使用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兼顾世界上使用的各部分
主要谱种。删除了过难的和弦等知识，和声(音程)主要通过
口风琴的目定低音伴奏的形式去操作实践，另外，还有自制
乐器，编创小品、游戏、舞蹈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与实践能力。教材的最后，还有活动性的测试与评估，鼓励
学生自测、自评、互评、他评，形式丰富多彩。

本学期要根据音乐学科特点全面落实教学工作的“十字”方
针。即：备课要“深”，上课要“实”，作业要“精”，教
学要“活”，手段要“新”，活动要“勤”，考核要“严”，
辅导要“细”，负担要“轻”，质量要“高”。并在教学活
动的各个环节与层面加以体现。配合市教研室搞好课题“中
小学艺术教学最优化研究”，力争早日结题。

(1)教学目的、任务

a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
大自然，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b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唱歌能力，提高学生的完美意识，
培养学生分析乐曲的能力，视唱能力及创作能力。

c 通过学习，了解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了解国
外优秀音乐作品，扩大视野，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2)要求



a 唱歌：做到音高，节奏准确，咬字、吐字清楚，合唱时声
部和谐，均衡，防止喊唱和用嗓过度。

b 器乐：要求学生人手一支竖笛，学会正确的演奏姿势和方
法。

c欣赏：要求学生了解人声的分类和声乐的演唱形式，了解常
见的音乐体裁，了解中外著名音乐家及其相关作品。

d 基本乐理：音乐知识本学期从基础的调式、音阶、音程等
学起，让学生对乐理的认识有一个阶梯式的学习；欣赏课对
中外民歌和部分大型组歌有关知识的学习及欣赏，拓宽了学
生对音乐作品的了解。

e 视唱练耳：通过听辩、视唱等练习，培养学生的主音感和
调式感。

(3)教学改革的设想和措施

a 教学内容：以简谱教学为主，其间穿插流行歌曲进行辅助
教学。

b 教学方法：以启发，分组教学法为主，充分运用多媒电教
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9月份：第一单元 月亮颂

第二单元 说唱天地

10月份：第三单元 西洋乐话

第四单元：神州大地

11 月份：第五单元：环球之旅



12月份：第六单元：冬之舞

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篇四

一、指导思想：

1、从音乐科的特点出发，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方针，为提高民族素质奠定基础，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学科
教学中。

2、正确处理知识的逻辑顺序，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选
择教学内容，努力处理好内容的浓度和广度。

3、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重视基
础知识和基本内容。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共有12课，后面还有选唱选听的歌曲共四首。每一
课都有一个主题，每课都包含“演唱”、“听赏”“活动”
等内容。

在本册中，歌曲内容健康生动活泼，体现了儿童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指导学生有表情自信地演唱基础上进行有关爱国主
义的教育以及体验各种生活的乐趣，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
音乐知识有：节奏的把握、人声的分类、各音符的掌握、四
分休止符的学习和音乐家聂耳的故事等等。活动和音乐童话
剧是教材的特色之一，通过活动激发学生兴趣，更好的掌握
音乐基础知识，并达到多种技能的综合运用;通过表演童话音
乐剧使学生在愉快的学习过程中得到乐趣和教益，以音乐为
主线的综合艺术实践，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音乐。整册教
材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的兴趣为动力，充分体现玩中学、
学中玩。



三、学生分析：

1学生人数多，不太易于管理，要有适当的`方法去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

2小学生好动，还有一部分学生顽皮，但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
基础。

3现在的小学生智力水平相对高，动手能力也较强。

4思维活跃，富有创造性，应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5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6虽然已经是小学阶段的第三年了，但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上
课习惯还是非常重要(正确的演唱姿势、上音乐课的习惯、游
戏的规则等等)。

四、教学目标：

1保持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使学生乐于参与音乐活动。

2通过欣赏优秀的儿童歌曲，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和鉴赏能力。

3培养学生自信、自然、有表情地歌唱，学习演唱、演奏的基
本技能。

4培养学生在音乐听觉感知基础上识读乐谱，在活动中运用乐
谱。

5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及艺术想像和创造力。

6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友爱精神。

五、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



1唱歌：

(1)注意培养学生正确的发声、演唱方法，防止喊歌;让学生
学习正确的唱歌姿势、清晰的咬字吐字方法和气息方法。

(2)教学中抓住重难点，演唱时要注意音准、节奏和正确的情
绪。2演奏：

能初步学习竖笛的基本演奏方法。

3听赏：

(1)了解人声分类和演唱形式，根据歌曲介绍中外音乐家。

(2)进一步加强情感体验的能力，加深对音乐形象的感受。

4识谱：

掌握各种基本音符、休止符及简单节奏，并能在活动中灵活
运用。

六、教学进度安

第一周聆听〈童年的回忆〉《我们多么幸福》

第二周表演《摇啊摇》，《小酒窝》

第三周聆听《草原放牧》《草原巡逻兵》

第四周表演《草原上》《我是草原小牧民》

第五周聆听《同伴进行曲》，《船歌》

第六周表演《哦苏珊娜》《原谅我》



第七周聆听，《小牧牛》，《牧歌》

第八周表演《放牛山歌》《小牧笛》

第九周聆听《妈妈的歌》《小白菜》

第十周表演《妈妈的心》《唱给妈妈的摇篮曲》

第十一周聆听《樱花》《雪花飞舞》

第十二周表演，《四季童趣》《捉迷藏》

第十三周聆听，《维也纳的音乐钟》

第十四周表演〈美丽的黄昏〉

第十五周聆听〈对鸟〉〈空三鸟语

小学三年级音乐工作计划篇五

本学期的四年级音乐教学计划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导思想;

二是学情分析;

三是教材分析;

四是学期教学目标;

五是教材重点难点;

六是教学措施;

七是教学内容与进度。



贯彻、落实《音乐课程标准》的精神和各项要求，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
为学生终生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基础。

四年级学生生活范围和认知领域进一步发展，体验、感受与
探索创造的活动能力增强，但音乐欣赏课还是缺乏耐心的倾
听，学生最喜欢律动与音乐活动，在这两方面表现非常好，
乐谱知识的学习部分学生仍不是很感兴趣。本届四年级学生，
共有七个班级含两个民族班，七个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
每班大约有20%——25%左右的学生唱歌时，五音不全，模仿
能力又比较差。其中主要原因是性格内向，也不敢表现自己，
因此在今后在学习中，应加强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利用生动
活泼、富于艺术魅力的形式，鼓励他们参与到音乐活动中，
以此来激发、培养、发展他们的兴趣。对于五音不全的学生，
可多鼓励他们参与用课堂乐器为歌曲伴奏，以此来培养他们
对音乐的兴趣。

本册教材分为八个单元，即第一单元“林中的鸟声”;第二单元
“绿水江南”;第三单元“五十六朵花”;第四单元“学戏
曲”;第五单元“环球采风”;第六单元“中国功夫”;第七单元
“小小音乐剧”;第八单元“花的旋律”。每个单元包括感受
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以及学习和了解音乐文化的广阔
天地等内容，这些内容均有机的联系。本学期教学内容包括
唱歌、欣赏、歌表演、集体舞、活动等。

(一)知识目标：

1、认识延音线，学习四三拍的指挥手势，并能在歌曲中运用。

2、认识乐器唢呐、竹笛，以及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并了解
其音色。

3、认识和了解不同的民族生活风俗。



4、能创编简单的动作为歌曲伴舞。

5、通过学习歌曲与欣赏，理解歌曲或乐曲所包含的小知识。

(二)能力目标：

1、学生通过学习歌曲，学会用正确的口形，姿势和呼吸方法，
以及自然圆润的发声，清晰的咬字、吐字来有感情地进行歌
唱。

2、通过学习本册教材，培养学生能创编简单的舞蹈动作的能
力。

3、通过音乐活动，引起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合作进取的精
神，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三)情意目标：通过音乐教学，突出其学科的特点，把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透到音乐教育中，启迪智慧，
培养合作意识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学生成为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四)质量目标：基本上能掌握教材规定的简单的音乐技能，
掌握认识简单的乐谱的能力，自创打击乐，能够完整的演唱
歌曲，创编简单的舞蹈动作。

教学重点：

(一)继续提高学生的歌唱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进一步引导学生勇于参与各项音乐实践，在活动中培养
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合作能力。

教学难点：

(一)引导学生有表情地演唱歌曲时，要适度而不夸张。



(二)引导学生发挥音乐想象时，注意鼓励学生个人独立的感
受和理解。

(三)通过学生自身体验，培养学生舞蹈的创编能力。

(一)以活动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
动，采用多种教学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在乐中学、学中用，
从而保证学生音乐学习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充分做好课前准备。

(三)因材施教，课堂多给学生自我表现的机会。

(四)根据学校条件设备，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具，努力激发学
生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五)完成教材任务的同时，为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活动能
力，且配合学校社会的中心工作，丰富校园生活，认真组织
舞蹈队进行活动。

第一周：1、复习上学期所学内容。2、歌曲《采菱》。

第二周：1、听赏《采茶舞曲》。2、歌曲《柳树姑娘》，附
点四分音符、听辨活动。

第三周：1、歌曲《柳树姑娘》二声部合唱。2、听赏《洪湖
水浪打浪》。

第四周：1、听赏《渔光曲》。2、聆听《国歌》四种形式。

第五周：放假。

第六周：1、唱《国歌》，听《歌唱祖国》。2、歌曲《愉快
的梦》。



第七周：1、歌曲《愉快的梦》。2、听赏《月亮光光》、
《小夜曲》。

第八周：1、听赏《梦幻曲》。2、歌曲《哦!十分钟》，2/4
拍号。

第九周：1、歌曲《大家来唱》3/4拍号，为图配节奏。2、听赏
《乒乓变奏曲》。

第十周：1、听赏《陀螺》、《旋转木马》。2、歌曲《只要
妈妈露笑脸》。

第十一周：1、歌曲《只要妈妈露笑脸》。2、听、唱《摇篮
曲》(舒伯特)，讲4/4拍号。

第十二周：1、听两首《摇篮曲》。2、歌曲《我是少年阿凡
提》，音名、变音记号。

第十三周：1、歌曲《少先队进行曲》，附点八分音符。2、
歌曲《少先队进行曲》。

第十四周：1、听赏《牧羊姑娘》、《小机灵的歌》。2、听赏
《回声》，音乐知识：力度记号。

第十五周：1、歌曲《友谊的回声》。2、歌曲《友谊的歌
声》。

第十六周：1、歌曲《山谷静悄悄》。2、听赏《羊肠小道》。

第十七周：1、编创小品“到山谷去旅游”。2、歌曲《荡秋
千》。

第十八周：1、听赏《山童》、《真善美的小世界》。2、歌曲
《小孩世界》。



第十九周：音乐会音乐复习

第二十周：音乐期末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