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过端午教案 小学音乐鉴赏活动
精编音乐活动(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音乐过端午教案篇一

教学内容：1、复习歌曲《少先队员采茶歌》。

2、欣赏《西湖春晓》《江南好》。

课 时：2课时

情感与态度：能喜欢江南音乐，并开阔音乐文化视野

知识与技能：

1.能够感受到八六拍的摇动感

2.能够感受到童声合唱的美感和合唱效果

3.能够轻声跟唱歌曲部分旋律

4、能够感受到江南音乐婉转细腻、清澈秀丽的风格特点

过程与方法：情境创设法、对比欣赏法、多种感官调动法(听、
唱、动、看、)

教学重点： 能感受到江南音乐婉转细腻、清澈秀丽的风格特
点



教学难点：听辨出b段旋律出现的顺序，并用颜色标出

教学过程：

一、复习歌曲《少先队员采茶歌》

1、集体练习

2、个别、小组接龙检测练习

二、欣赏《西湖春晓》

1、创设情境(课件：西湖美景图)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赞誉。

用童声合唱的音乐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杭州西湖，会给你怎样
的感受呢?

2、听第1次，谈情绪感受(可以用细腻等词汇来形容)

3、

4、听第2次，谈童声合唱的合唱效果

5、听第3次，站起跟着八六拍的节奏，感受摇动的感觉，并
告知这是八六拍的表现效果

6、第4次，跟着唱唱其中你最喜欢的1-2句，唱给同学们听听

三、欣赏《江南好》民乐合奏

1、古诗《忆江南》白居易的朗读和理解

2、民族乐器的了解



3、听第1次，谈江南音乐的特点，生总结

4、听第2次，看歌谱，音乐是通过什么变化让我们有了这样
的感受?(节奏的密集、高音、圆滑线等)

5、听第3次，用不同的颜色表示b段音乐的顺序

6、师带生唱唱主旋律(或由生选)

四、背诵2首赞美江南的古诗并读一遍江南音乐特点婉转细腻、
清澈秀丽

教学反思：

音乐过端午教案篇二

1、熟悉乐曲旋律，学唱歌曲。

2、教育幼儿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钢琴乐谱

一、律动、练声

1、《这是小兵》

2、《春天》

3、《我们大家做得好》

4、《小鸟醒来了》

5、《蜜蜂做工》

二、导入活动



1、有一个外国小朋友叫约翰，他比我们更小，所以我们可以
叫他约翰

弟弟，约翰弟弟每天早上起床，妈妈都会唱一首好听的歌。

2、歌曲的名字叫《约翰弟弟》，请小朋友仔细听一听约翰弟
弟的妈妈是怎样叫醒他的?

三、欣赏歌曲

1、教师清唱歌曲示范，

2、提问：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歌曲里唱了些什么?

3、歌曲里还唱了些什么?请小朋友再听一遍歌曲。(教师在琴
声伴奏下再次范唱歌曲。)

4、提问：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歌曲里还唱了些什么?

晨钟是什么?晨钟是什么声音?

5、教师按节奏完整朗诵歌词。

四、学唱歌曲

1、教师带领幼儿随琴声分句学念歌词：老师念一句小朋友念
一句，老师念完小朋友再念。

2、完整教唱歌曲：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唱唱这首有趣的歌曲，
老师大声唱，小朋友轻轻地学。



3、小朋友大声地唱，刘老师轻轻地唱，我要听一听那个小朋
友唱得最好听。

4、请小朋友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来唱唱这首歌。

五、教育幼儿早睡早起

1、约翰弟弟每天能按时起床，你们呢?

2、我们每天晚上要早点睡觉，早上要按时起床，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这样身体才会更健康。

六、复习歌曲《火车快飞》

音乐过端午教案篇三

音乐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表演形
式还是以参与形式，都能够给人们带来乐趣和享受。然而，
要举办一场成功的音乐活动并不容易。在我参与并组织的音
乐活动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有效组织音乐活动的重要性。
在本文中，将从确定目标、筹划活动、作品选择、团队合作
以及活动后的反思等五个方面来探讨有效组织音乐活动的心
得体会。

首先，确定目标是组织一场成功音乐活动的重要步骤。我们
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想要传达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
在音乐活动中，目标可以是唤起观众的情绪，传递特定的信
息，或者是展示演奏者的技巧。在我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中，
我们的目标是让观众通过音乐来感受爱与和平的力量。通过
确定目标，我们能够使活动更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确保观
众能够达到活动的预期效果。

其次，筹划活动是成功音乐活动的关键环节。筹划活动需要
考虑到各种因素，如场地选择、演出时间、演出形式等。在



我们组织的音乐会中，我们选择了一家世界知名的音乐厅作
为演出场地。这样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音响和视觉效果，还
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同时，我们还精心选择了演出时
间，以确保观众没有其他冲突并且能够全身心地享受音乐。
筹划活动需要细致入微，并且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确保整
个活动的有序进行。

第三，作品选择是决定音乐活动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组织音
乐活动时，我们要考虑观众的口味和兴趣，选择适合的作品。
在我们的音乐会中，我们选择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如贝多芬
的第九交响乐和莫扎特的《安魂曲》。这些作品不仅能够展
现演奏者的技术水平，还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回响。
作品选择需要根据不同的音乐活动来进行调整，以满足观众
的需求和期待。

第四，团队合作是实现音乐活动成功的关键因素。在组织音
乐活动时，我们需要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互相支持和配合。
在活动筹备阶段，团队成员负责不同的任务，如场地预订、
演员邀请、宣传等。在音乐会当天，我们需要与音乐家、演
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紧密协作，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团队
合作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以确保活动的成功和顺利
进行。

最后，活动后的反思是进一步提升音乐活动质量的重要环节。
通过回顾和反思，我们能够发现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在我们的音乐会中，我们收到了观众和
演员的反馈意见，发现一些技术问题和组织上的不足。通过
认真分析和总结，我们能够在下一次活动中避免类似的问题，
并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活动后的反思需要与团队成员一起
进行，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以实现持续的进步。

总之，有效组织音乐活动需要从确定目标、筹划活动、作品
选择、团队合作以及活动后的反思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通
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思考和实践，我们能够提升音乐活动的



质量和观众的参与度。音乐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享受，
更是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有效组织音乐活
动，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音乐过端午教案篇四

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展现学生的个性魅力，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展现当代中学生
的精神风貌，给同学们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提高同学们逻辑
思维应变能力以及协调能力，全面促进校园文化发展，发掘
学生特长，为学生音乐考试创造良好的氛围，所以以活动表
演形式组织学生考试(寓教于乐)。

活动的地点：各班教室或音乐教室

活动要求参加人员：(音乐教师、各班班主任、及学生)

要求人人参与，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教材内容为
主，自选内容、表演形式自选合作伙伴、节目负责人、时间
排练、节目主持人和学生评委。“班级音乐会”先在各班的
单元活动课中练习指导，将在每学期末正式举行，并根据每
个学生的参与和表现来评定学生的音乐考核成绩。

活动组织形式：

毛遂自荐式：学生举手，教师随机提名学生上台表演。 (课
堂活动)击鼓传花式：教师做鼓手击鼓，学生传“花”，接到
花的学生上台表演，如有合作者一同上台。(课堂活动)主持
人报幕式：主持人按照节目单顺序依次报幕，学生按顺序表
演。(学期末班级活动考核)(主持人及评委由学生推选出来三
人加音乐教师和各班班主任)



节目范围：

自选或改编本学期教材内容，也可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歌曲，
演唱形式自定，可以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大合唱等。

节目形式：

唱歌、(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对唱 )舞蹈、(集体舞、独
舞、徒手操、民族舞、现代舞) 个人才艺表演(吹叶子、口技、
乐器演奏等)、小品、诗歌朗诵、故事剧、音乐剧、校园情景
剧、时装表演、英文歌曲等。

1 .教师方面：在开学初颁发“班级音乐会”活动方案，提前
布置任务。在学生排练过程中和音乐课堂单元活动课上给予
学生一定的指导，并为学生的排练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
做好学生间的组织协调工作。

2 .学生方面：

(1)演出地点选择音乐教室、学生所在班级。

(2)每班推选主持人 1— 4名。主持人除负责节目主持、撰写
主持稿外，还要负责统计本班节目的数量、内容等等。

(3)演出时邀请班主任、科任老师以及家长观看音乐会的演出
并进行评比。

(4)设计节目单，教师给以指导及帮助。上网查阅等等。

为了体现学生的组织能力，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我首先把音
乐会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也就是说放手让学生去完成音乐
会的各项工作，创建一个平等民主的空间让学生自由发挥，
各施所长。

说起筹备的过程可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因为它从开学到音



乐会的召开足足有四个月的时间。我首先在每个班的第一堂
课上和学生一起学习“班级音乐会”的活动方案，耐心地解
释什么叫“班级音乐会”，音乐会的基本做法，并鼓励、支
持他们的想法，给予孩子们信心和勇气。最重要的就是我认
真备好每节课，上好每一节音乐课，在课堂上渗透歌唱、舞
蹈、表演、伴奏技巧等知识。我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表演欲
望，不断鼓励学生自信、勇敢地站出来表演，孩子们也对同
学的表演给予掌声表扬。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不同的表
演方式，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这为音乐会的开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学生经过开学初的策划、学期中的排练，再经过学期末的彩
排，在期末的音乐课上班级音乐会这个舞台正式向孩子们开
放。

pk赛 (节目表演)

通过个人自评、小组互评、教师点评，学生对自己的学期音
乐技能技巧、音乐知识、个性展示等等做一次全方位的小结。
(得与失)

个人自评：通过整个活动，你对自己的评价，我哪里做得较
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

小组互评：针对表演者的表现，能正确的评价别人，同时互
相交流、互相学习。(合作竞争)

主持人的小结：(得与失)

教师点评：

1.你对教材的熟悉度，知识目标;

2.你在表演时的表现，技能技巧运用;



3.你对歌曲情绪、情感的表现，你感动观众了吗?哪里还可以
做的更好?。

4.活动的整体把握等等。

通过本次国培的学习，我发现班级音乐活动开展起来有一定
的流程可寻，同时也可以根据我自己所教的学生，发挥他们
的个性，展示他们的才华，特别在小组互评时，学生们能更
客观的去评价每个人或组合的表演，互相学习，认真讨论，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增强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同时，发现自
己的闪光点，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等等综合能力的提高。当
然也有一些问题，在班主任的配合上，(有的班主任、科任老
师反对搞音乐会，阻止学生进行排练，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认为搞音乐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时间、沟通等)仍待进
一步的提高，在以后的音乐课堂活动及期末考核中我要更努
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从而真正，实际的锻炼中给孩子们一个阳光舞台，给孩子们
更多的快乐!

同时，努力提高个人综合素质，观念上应每天都学习改进，
不断反思，认真领会《新课标》的精神和理念，在这个过程
中老师应是总策划者——设计音乐会形式、专场、内容、提
示学生积累节目，设定节目，把握整个音乐会的进度;是导
演——将音乐会内容渗入日常课堂教学，用设问、鼓励等方
法吸引欣赏注意，引导和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并把一些
内容延伸到第二课堂辅导和探讨;是演员——用较规范的演唱、
演奏、论述参与活动全过程。更是学习者——让自己变成学
生，蹲下来与他们一起倾听，了解他们听、赏心理状态，调
整自己的教学。

音乐过端午教案篇五

1、学唱歌曲《买菜》，能用歌声表达跟奶奶买菜的快乐。



2、尝试替换歌词带来的快乐，体验买菜的乐趣。

课件《买菜》、图谱。

1、复习歌曲《菜场里的歌》

演唱要求：唱准念白部分，并能拍准节奏。

2、师：小朋友们，你们都去过菜场吗？去菜场干嘛了？小朋
友都买过些什么菜呢？（虾、萝卜、黄瓜等）

3、师：原来我们的小朋友都去过菜场，今天啊有一个小朋友
也要去菜场买菜了，你们来听听看！

1、教师播放课件，欣赏歌曲《买菜》。

提问：

（1）今天天气怎样？我和谁一起去买菜？

（2）买了些什么菜呀？

（3）鸡蛋长的什么样子啊？青菜是什么颜色的啊？母鸡会怎
么叫啊？鱼儿在干什么？

小结：教师用歌词总结。

2、再次欣赏歌曲，幼儿用节奏拍出说的部分。

青菜绿油油……母鸡咯咯叫……

3、教师带领幼儿演唱演唱要求：这首买菜歌很有趣，有说有
唱，我们也来学学看，要跟上说唱的节奏，把买什么菜唱清
楚。



4、我们再来用有趣的声音唱一唱好吗？请妹妹小朋友来表演
唱一唱说的.部分，弟弟小朋友表演说的部分。依次轮换。

1、过渡语：刚刚我们和奶奶一起买了好多菜哦，现在请你们
扮演不同的菜，当唱到青菜绿油油的时候，就青菜宝宝唱。
唱到什么，就由谁来演唱。

2、完整表达表现。

前面部分大家一起唱，中间部分请不同的幼儿扮演并演唱，
最后的一句话大家一起演唱。

1、将挑选的菜依次排列，用儿歌的方式朗读词句。

2、推选四名幼儿扮作四种蔬菜。

3、演唱歌曲，唱到买菜时，四位幼儿按歌曲的先后做模仿动
作，表示买到了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