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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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篇一

本节课我自己认为能根据学生实际设计教学，符合本班学生
的认知规律，整节课我反复让学生进行聆听，每一遍都有不
同的要求，力求真正做到理解歌曲的境界和内涵。教学过程
清晰，由浅到深，由易到难，也体现了教学的梯度。从学生
准确的音准和节奏以及学生欢快的歌唱中我感受到了赶海小
姑娘的欢快心情和纯真的童心。

班上的学生很多没有见过海，更别说赶海了，但为了让学生
能更深入地体会到赶海的乐趣，在上课前我通过多媒体营造
了大海的意境，并播放歌曲《赶海的小姑娘》为背景，通过
简单的律动来划分歌曲的乐句，同时让学生们更加的熟悉旋
律。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产生了学习的欲望。

唱歌是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歌唱可以使学生感受到
律美、音质美、歌词美、意境美，的确美文离不开美读，生
动有趣的赶海生活，只有通过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形式多样，
充满感情地品读感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让学生体验到赶
海之趣，体验到作者的内心的情感。所以在朗读歌词这一环
节我加强对学生们的引导，使孩子们都能发自内心的有感情
朗读。

不足之处：在教学过程中，我在设计课和授课方法的某些地
方还有些不适合，但当我看着他们那天真可爱与求实好学的
脸时，使我给了自己力量，又一次的以自己的想法创造研究



了本课。通过自己研究教学尝试，使我感受到了改变教学方
法的重要性以及得到良好效果的快乐，也看到了学生的那种
渴望创新、探索、渴求表现的要求，也使我看到了学生们的
巨大的潜能，更大的发展性、可塑性，使我在今后教学中奠
定了基础。

还有对学生的小组合作没要进行有效指导。在“赶海”这个
环节，虽然是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赶海，但有部分学
生是小组合作完成的，这当中教师如果能对小组的表演进行
适当、有效的指导，那么学生展示环节的效果会更理想。

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篇二

“采蘑菇的小朋友，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
遍树林和山岗……今天我们要上山采蘑菇啦！

一位当地的大姐姐带领着我们上山采蘑菇。山路真难爬呀！
四处杂草丛生，树枝到处长，泥土也很松散，地上满是枯枝
败叶，一不小心就会打滑。“训练有素”的小新、泷泷和我
一马当先爬上去，而乐乐和小詹则落在后面。乐乐不停地喊：
“等等我啊！”“哎！这坡我爬不上去！”小新最搞笑，走
在半路时，脚下一滑，连人带树枝滑了下来，矿泉水瓶那么
粗的树枝都被他齐腰折断。

山坡上的枯枝败叶里，藏着各种各样的蘑菇，大的赶得上我
手掌那么大，小的只有彩虹糖那么小，那些蘑菇红彤彤、白
花花，还有橙色和褐色的。有一种褐色的蘑菇，一采下来断
口处就冒出“牛奶”，这叫“奶浆菌”。

我小心翼翼地扫开一堆枯枝，看见底下藏着几朵小蘑菇，兴
奋地叫道：“大家快来看！这里有好几朵蘑菇！”他们几个
兴奋地跑过来，乐乐还滑了一跤。于是我们开足马力寻找蘑
菇，过一会儿就采了半袋。可惜的是，大姐姐说我们摘的蘑
菇都有毒，我们只好眼巴巴看着大姐姐把那些蘑菇全部扔掉



了，然后跟在大姐姐后面，由她领着，采了些能吃的'。

吃着蘑菇炒肉、喝着蘑菇汤，我的心中无比高兴：头一回吃
到亲手摘的蘑菇！

友情提示，没有经验丰富的厨师辨认，可不要随便吃采来的
野生蘑菇哦，中毒还会看到小人在地上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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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篇三

阅读是作文的基础，阅读好像蜜蜂采花，作文好像蜜蜂酿蜜。
读和写是相辅相成的，智慧地把握两者结合的策略，学生的
作文能力才会逐渐提高。而实现读写结合，关键在于深度挖
掘教材，找准读写训练点，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捕捉学生的
真切感受，拓展写的空间，让学生乐于动笔。那么，如何在
阅读教学中巧妙地进行读写结合，把语言文字训练落到实处
呢？根据《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这一课的文本特点，我进
行了这样的思考：这一课主要写战争年代，聂荣臻将军关心
照料在战火中受伤的两个日本孤女，并设法将她们送往日军
驻地。战后，长大成人的孤女专程前来中国看望将军，不忘



将军救命之恩。这件事成为中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从中
我们可以感受聂荣臻将军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
在课后习题中，要求学生能够想象40年后，美穗子一家来到
中国谢恩的场景。我打算抓住这个读写结合的点，因为这道
课后练习既是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的衔接点，也是文本理解
向习作练笔过渡的有效支点。

根据这一情况，我设计了以下写话练习。

【教学片段】：

在学习完课文，了解了聂将军救出孤女、照顾孤女的内容
后……

生展开想象，自由练说。

指名交流，学生交流时大多谈到了人物见面时的语言。根据
这样的情况，我进行了适时的点拨：“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
候，是什么样的神情呢？他们还会做些什么？”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

交流后，我播放了美穗子与聂将军重逢时的影片资料，学生
见到了真实的影像资料后，语言描述更丰富了，尤其是对人
物的动作和神态的描述更为生动。

例如：

生1、美穗子和她的家人见到了聂将军。美穗子深情地望着聂
将军，眼眶中溢满了泪水，激动地说：“将军，时间过得真
快，我们40年没见了，回忆40年前，您是多么的慈爱，多么
细心的照顾我、呵护我。我竟现在才来报答您。”说到这儿，
美穗子紧紧地握住了将军的手，哇哇大哭了起来。美穗子看
了看3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说：“将军，您看，这是我的孩子。
我会像您一样，告诉他们应该本着国际主义精神，至仁至义，



有始有终，为祖国而奋斗，他们既是我的儿女，也是您的儿
女，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谢！”

生2、美穗子轻轻地推开了北京大饭店的大门，只见大厅里站
着一位慈祥的老人，看上去神采奕奕，颇有精神，那不就是
美穗子朝思暮想的聂将军吗？于是，他激动地奔了过去，眼
泪溢满眼眶，她深情地说：“恩人！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啊！”看着生活幸福的美穗子，聂将军不禁笑了：“如今我
能看到你生活幸福真的很高兴。中日两国友好是两国人民一
直的.心愿，你要为促进中日的友谊而努力啊！”美穗子不住
地点着头：“将军，我会以您为榜样，成为中日友谊的和平
使者！”

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篇四

歌曲《卖报歌》是音乐家聂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一首
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2/4拍，四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五声f
宫调式。《卖报歌》曲调明快、流畅，并以朴实生动的语言、
辛辣诙谐的笔调，深刻地描述了旧社会报童的苦难生活以及
他们对光明的渴望。

二、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用轻快而有弹性的歌声演唱《卖报歌》，帮助学
生了解解放前报童的苦难生活，教育学生热爱党，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为祖国而努力学习。

2.了解相关的音乐小常识。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1.学唱歌曲，唱好歌曲。

2.让学生理解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历史意义，了解歌曲中



父辈童年时代的生活。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教师讲解聂耳和《卖报歌》的故事。

聂耳：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享有显赫声誉的聂耳，是位传奇
般的人物。聂耳原名聂守信，是云南玉溪人。他虽然出生于
一个清寒的`医家，却自幼爱好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演奏
多种民族乐器，被人视为“神童”“天才少年”。大约
在1933年秋天，聂耳约朋友周伯勋到霞飞路上走走，这条路
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她把所卖报纸的名字喊得很动听，
他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在有轨电车站附近，果然看到一个
小姑娘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地卖晚报。她不过十来岁，瘦小
的身躯上穿着打补丁的破衣服，但洗得很干净。她声音清脆、
响亮，有顺序地叫卖报名，还同时报出每种报纸的价钱，走
路的人们都由不得回过头来望她笑笑。聂耳他们走过去买了
几份报纸，并和小姑娘聊起了家常，知道她名叫“小毛头”，
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去的路上，聂耳沉重地
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
娥写词。”

2.聆听歌曲《卖报歌》。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卖报歌》的创作背景，现在请同学们
聆听范唱，注意留意歌词所表现的内容，歌词里有没有什么
不懂的地方？安娥把词写好，聂耳把歌词念给卖报的小毛头
听，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想说：“都挺好，
但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
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
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



（二）学习

1.出示谱例，按节奏朗读歌词。

2.视唱旋律。

请同学们跟着音频学唱视唱歌曲的旋律。

边唱边划拍子，以培养学生击拍视唱的能力。

3.学唱歌词。

鼓励学生直接把歌词加入旋律中进行演唱，尝试直接演唱歌
曲。

4.完整演唱歌曲

跟着音乐有感情地完整演唱歌曲，教师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

报童的童年生活是多么疾苦，“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用
不同的速度、力度演唱出小报童的天真、生活的悲惨、向往
光明的坚定情绪。

（三）课堂小结

萧伯纳和小女孩教案篇五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
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姐妹艺
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本课正体现
了这一点。

本课从《卖报歌》出发，引导学生收集和欣赏聂耳的有关作
品，使他们感受不同年代作品所表达的不同情感。同学们通



过欣赏中华民族音乐，能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这节是探究学习为主的。首
先，老师和同学共同收集关于聂耳的资料，他的代表作及当
时的历史情景，这是一个探究学习活动，目的是使学生能够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更好地理解本课所选择的音
乐作品。其次，在如何演唱才能表达歌曲的感情中，教师根
据三段歌词的含义所描绘的三幅画，要求学生用恰当的唱法
表达三段歌词所包含的不同情感，也是探究学习活动。在这
一活动中，学生通过听、讲、看、想能用强弱，描述性的词
语等分析歌曲，并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