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汇总5
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篇一

音乐作品的童趣，同时了解乐器钢片琴的美妙音色。

2、通过《漫步动物园》的音乐创作活动，进一步掌握音乐中
的各种节奏型，并能表现出纯真的童趣。

二、教学重点、难点：

在音乐的创作活动中，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各种音乐节奏，体
验童年的快乐。

三、教学准备：

打击乐器、音乐

四、教学过程

（一）、欣赏：《糖果仙子》——选自《胡桃夹子组曲》

1、介绍乐曲的背景。

2、介绍作曲家

3、介绍乐器——钢片琴音色特点：清脆、明亮



学生欣赏：

1、欣赏乐曲，感受乐曲的情绪。

2、做一回糖果仙子，表现糖果仙子的舞姿。通过音乐的欣赏
和体验活动，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外国音乐家写的儿童题材的
音乐作品。

（二）、复习常用的节拍与节奏组合

1、组织学生一起复习节拍的知识。

2、复习常用的节奏型。

3、学生了解各种节拍的强弱规律。

4、学生拍击常用的节奏型（可以安排个别节奏好的学生领奏）
为后面的节奏创作做铺垫工作，让学生巩固一些基本的节奏
型。

（三）、创作与拓展：

1、节奏的创作

2、漫步动物园

3、指导学生完成书上的节奏创作活动。（在练习的过程中，
老师要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引导学生探索节奏组合的多
样性。）

4、组织学生进行“漫步动物园”的活动。

5、参与到学生小组间的表演中去。

6、指导学生正确地评价各个小组的表演



（1）、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完成表格中的节奏创作活动（1
至3条都可以）。

（2）、交流

（3）、分组创作漫步主题与动物形象的节奏或音乐，排练。

（4）、小组交流表演。（设计游览线路、游览）通过学生的
创作活动和表演，进一步激发学生对音乐节奏的创造力，学
生在表演中，去感受纯真的童趣。留下童年美好的回忆。

（四）、小结：播放歌曲《童年》，进行小结。

教学资料：

《胡桃夹子》：两幕三场梦幻舞剧。柴可夫斯基作于1892年。
剧本是彼季帕根据恩斯特·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和鼠王》
及大仲马的改编本写成的。舞剧的组曲于同年3月7日在一次
交响乐演奏会上首演。同年12月6日舞剧在彼得堡首演。

剧情：圣诞节，女孩玛丽得到一只胡桃夹子。夜晚，她梦见
这胡桃夹子变成了一位王子，领着她的一群玩具同老鼠兵作
战。后来又把她带到果酱山，受到糖果仙子的欢迎，享受了
一次玩具、舞蹈和盛宴的快乐。

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篇二

核心提示：人的生命演变正如季节变化一样，时序是不能变
更的。儿童时代是人生的早春，这是一个想象丰富、充满梦
幻的时期。受孩子们的启发，反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
单地理解成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学的流程
也...

人的生命演变正如季节变化一样，时序是不能变更的。儿童



时代是人生的早春，这是一个想象丰富、充满梦幻的时期。
受孩子们的启发，反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单地理解成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学的流程也不再是简
单地教流向学。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一个真实的教
育过程是一个师生及多种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程，
一方面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按预定的轨道行进，会生出一些
意料之外的，有意义或无意义，重要或不重要的新事物、新
情境、新思维和新方法，尤其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充分
发挥时，实际的教育过程远远要比预定的、计划中的过程生
动、丰富得多。另一方面从教师设想、计划的教育过程到实
际进行着的过程，从教到学到学生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动态转化和生成的过程。”她的描述与新课程标准关于新课
堂的描述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课堂的动态、发展性。正如课
把中出现的事先未曾想到、也不可预见的情形，转化为有利
的教学资源，教学就会呈现无法预料的生机。

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篇三

我在设计教《猜调》这一课时，就想到学生平时喜欢做的游
戏：猜谜，和我们要学的课的内容相关，于是我设计“猜谜
歌会”这样的活动形式引入对歌曲的学习，用参加猜谜歌会
要相互拉歌，你说我答的形式让学生快速的说出谜...

我在设计教《猜调》这一课时，就想到学生平时喜欢做的游
戏：猜谜，和我们要学的课的内容相关，于是我设计“猜谜
歌会”这样的活动形式引入对歌曲的学习，用参加猜谜歌会
要相互拉歌，你说我答的形式让学生快速的.说出谜面、谜底，
轻松解决本课的教学难点。而整个教学环节也都是紧扣《猜
调》这个主题而进行“猜谜歌会”的活动。引导学生在一种
竞争、欢乐的氛围中学习，学得轻松有趣。引情激趣，寓教
于乐。

本课的拓展部分我设计了创编练习来深化情感体验，巩固新
课又锻炼了知识技能的迁移。在本课教学的巩固新授过程中，



我设计“猜谜对歌比赛”这样的活动即让学生根据刚学的歌
曲旋律、填上自编的谜语唱谜面，再由另外的学生用同样的
旋律来回答谜底，充分开启了学生的思维，开拓了学生的视
野，在巩固所学知识的同时，对音乐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在课堂上还要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对学生引情激趣，
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参与意识，
自主学习、主动探求、合作交往，学会学习的能力。注意让
学生进行情感体验，以情感人、以美育人。

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篇四

第一课歌曲《采菱》每个班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特别是对
采菱的好奇心，当孩子们了解了采菱的知识后，兴趣都大大
的提升了。

课前，我先问孩子们，吃过菱角吗？它长的什么样子？他的
味道是怎样的？你喜欢这种味道吗？然后介绍他的外形，生
长的环境，并且许诺等同学们都唱好了，老师会带一些给唱
的好的同学们尝一尝。学生听后，马上更加有精神了，学习
歌曲的速度也比原来快多了。

这课的知识点是“切分节奏”我把他作为课前的节奏练习，
先让孩子们感受这种节奏的感觉，带着他们拍一拍，学生在
歌曲中就更容易唱好这个节奏了。

学生能很好的唱准歌曲的节奏，重点和难点都能很好的掌握，
并且能用优美的歌声表达歌曲，每个班的孩子都很喜欢这首
歌曲，很愿意演唱。

六年级音乐老鸟小鸟教案篇五

今天下午在六年级二班上了《土耳其进行曲》一课。《土耳
其进行曲》是一节音乐欣赏课，本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进



行曲的有关知识，了解认识进行曲的类型及特点，并用正确
的审美观感受、体验土耳进行曲。我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
生介绍进行曲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什么是进行曲。然后介
绍进行曲的分类，再让学生欣赏《土耳其进行曲》，在最后
的环节中让学生听辨歌曲各乐段出现的顺序。整堂课下来似
乎只有我一人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全都无精打采（在讲进行
曲知识时，许多学生都对此不感兴趣）。学生们到了最后一
个环节为了完成书本上的作业才开始听乐曲，面对以上情况。

下课后我和几个学生聊天时问他们上了今天的音乐课有什么
感想？一个学生说：“张老师，这节课都是你一个人在讲进
行曲的知识，而且你提的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我们
就没兴趣！”听了学生的`真心话，我的心豁然明朗，是呀，
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虽然每天
早上都在接触，但我们的学生却从来没有当回事。教学创设
只有贴近学生实际，才能挑起教学兴奋点，为了让学生对进
行曲不感到陌生，如果我在教学时选用了两首大家都耳熟能
详的进行曲来导入这堂音乐课，或者在课前让学生自己去查
找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上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我在此基
础上再加以引导，让学生再去掌握、体验、理解进行曲，相
信一定会有好的成效。课堂上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学生和学
生之间的互动，对于学生掌握那些枯燥的乐理肯定会有帮助
的。

因此今后的教学设计要从学生角度去考虑，不能只注重向学
生灌输知识点。把要我学，改变成我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