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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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篇一

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
（上册）第1课《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诗
坛的一首杰出的词作。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为一炉，意
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
诗词的豪放风格。

立足教材、立足学生实际，运用现代教学媒介，通过具体、
直观材料，调动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
方式，注重学生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探究，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提高、
在合作中成长。

知识目标

1、简介作者毛泽东的主要事迹及本文的写作背景。

2、读准“莽”、“逊”、“娆”、“骚”、“朝”、“分”、
“汗”等词的字音。

3、掌握课下注释中列出的重点词语的字形及含义。

能力目标



1、能够准确熟练地背诵全诗。

2、揣摩诗歌中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和写景、

情感目标

体会诗歌的意境和想像，感受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
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1、感受诗歌的意境和想像，理解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情
怀。

2、理解写景、抒情相结合的特点和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
运用及其议论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教学难点

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理解。

教学方法

自学讨论法、阅读理解法、自主评价法。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课外资料

一、导入新课，培养兴趣，强化动机。

1、投影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高亨的《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
词》：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细检诗坛李杜，

词苑苏辛佳什，

未有此奇雄。

教师略作解释，请学生发表意见。

2、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篇毛泽东的代表作《沁园春雪》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高亨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高度评价，同
学们通过高亨的这首词，对毛泽东的诗词会有初步的认识。
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学生产生强烈的求
知欲，进入新课学习。

二、简介作者与写作背景

通过多媒体向同学们展示作者简介与写作背景。（资料略）

欣赏视频材料，对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与写作背景进行深一步
的理解。

为学生更好的理解这首词的内涵作准备。

三、配乐朗诵

事先制作教学软件：选一些雪景图片，包括高山、大河、长



城等雪景图片，叠加自下而上移动的《沁园春雪》文字，再
配以朗读录音。

观看视频材料，读
准“莽”、“逊”、“娆”、“骚”、“朝”、“分”、“汗”
等词的字音。

扫除文字障碍，感受诗歌的意境。

四、深入阅读，理解思想和艺术

多媒体展示思考题：

1、这首词的题目是《雪》，哪些句子是写雪的？

2、词的上阕哪些句子总写北国雪景？这些词句创造了一个什
么意境？

3、赏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4、上阕末尾三句写的是实景还是虚景，试加以分析。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分析：

1、词的上阕

2、前三句。创造了一个广阔博大的意境。

3、运用拟人、比喻的修辞方法；化动为静的写法；写出了山
的连，原的高。

4、虚景。从“须”可以看出。

合作学习的过程中，相互讨论，相互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
互补作用培养学生交流、倾听、评价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多媒体展示思考题：

1、由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哪些内容？

2、作者对词中杰出的历史人物进行的总体评价是？

3、谁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分析：

1、词的下阕。

2、“惜”惜中含褒，肯定他们是英雄；批评他们缺乏文学才
华。

3、新时代的人民群众。

五、分角色指导朗读

1、再次欣赏配乐朗诵；

2、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

分角色朗读课文。

进一步感受诗歌的意境

六、小结

指导学生小结全文

《沁园春雪》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为一炉，意境壮美，
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
放风格。



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篇二

四大文明的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幅
员辽阔；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有汹涌澎湃的长江黄河；
有甲天下之称的桂林山水；有动物王国之称的云南；有肥沃
辽阔的四大平原这一切，无不如磁铁般的吸引着每个炎黄子
孙的衷肠，无不使多少巾帼英雄为之倾倒；也无不使历代的`
封建统治者在这块黄土地上争名夺利；也曾引来了如豺狼虎
豹的帝国主义者……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才是这片黄土地的
建设者呢？（揭示课文并板书标题）

（注：带着以下问题阅读课文）

1、用文中的一句话来回答导语中所提出的问题。（提示：最
后一句。）

2、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含义以及在文中的
作用是什么？（提示：过渡句;承上启下）

3、提出问题。（补充在后边，此略。）

1、论整体感知中的问题来引入对词的学习。

注意：（1）、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景的？并说说这是什么样
的景色？

（2）、从表达方式上看：上阙和下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3）、请学生说出导语中的问题。

（4）、按以上的板书内容，引导学生背诵这首词。

2、讨论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因没上课而无法补充，）



四、布置作业：

1、给下列加点的汉字注拼音：

沁（）分（）外妖娆（）逊（）数（）风流人物

2、阅读课课文完成下列题目：

a、写出采用比喻、夸张、对偶的修辞手法把静物写动的句子：

b、写出词中过渡性的句子：

c、点明这首词的中心的句子：。

d、词中押韵的字：

e、沁园春雪;中的沁园春词的

f、说说作者在这首词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答：

g、简要的说说这首词的写作特点。

答：

j：我们还学过一首写雪的古代诗歌，这首诗歌是写的《》，
这首诗歌中名句是：

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篇三

1、知识目标：

写景、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



背诵课文、默写课文

2、能力目标：理解背景、把握大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热爱祖国大好河山，树立伟大抱
负和坚定信念;

4、重点、难点：理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上阕写北国雪景，纵横千万里，大气磅礴，旷达豪
迈;下阕抒情、议论，气雄万古，风流豪壮。全词将写景、议
论、抒情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写景是议论、抒情的基础，
议论、抒情是写景的深化。毛泽东的词作大气磅礴，格调高
亢，充满了热爱祖国河山、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上片：写景

第一层：总写北国风光;

第二层：具体写冰封雪飘;

第三层：设想雪后美景;

下片：议论、抒情

第一层：评论历代英雄;

第二层：抒发宏伟抱负。

1、毛泽东诗词的雄浑、奔放、挺拔、流畅。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诗词作品的独
特风格。笔意爽健，格调流畅，在内容和艺术上处处让人觉
得他的博大精深。表现在《沁园春·雪》这首咏雪词上，尤
为突出，它笔力遒劲，挥洒纵横、气势磅礴、诗情奔放、舒



卷自如。论空间，纵横万里;论时间，上下千年;论天象，冰
雪、晴日;论地形，大河群山;论人物，帝王英雄。论景物，
河流大雕……丰富的想象力，巨大的概括力，一气呵成，创
造出诗词艺术的极高造谐。

2、写景、抒情、议论三者融为一体

《沁园春·雪》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写景咏怀词。作者将写景
与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突出作品的主题，强
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词作上阕写景，“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纵横四野，气势磅礴，却又寓情于景，充
满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须晴日，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下阕是议论加抒情，由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引
出无数英雄，并对历代英雄进行评说，寓情于议。“俱往
矣”由评点历史人物转到赞扬当代风流，从而深化主题，抒
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3、语言表现力的极富个性。

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篇四

小组比赛，看哪组同学能把本文背诵得又好又流畅，然后全
班齐背。

二、合作探究

(一)整体感知

本词虽为咏雪，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更是
一首雄壮的抒情诗。上阙写景，即景生情;下阙抒情，寓情于
景。情感与景物相生，描写与议论结合，语言形象、精警、
优美，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二)四边互动：



1、这首词表现了白雪皑皑的一个银色世界，作者用了那些词
来表现洁白的?

明确：冰雪银蜡素

2、这首词有哪些词用得准确精炼、极富形象、饱含感情，联
系具体词句谈谈自己的感受。

明确：动词-飘舞驰封形容词-莽莽滔滔-惟顿略稍

3、本文运用了多种修辞，请在文中找出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确：“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运用夸张，写出了北国冬
季寒威之烈。“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一个特征性
的动作代指军事武功，具体可感，并增添了对人物的戏谑之
意。“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用比喻，既形象又增加了动
感。

4、这首词是怎样把写景、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联
系前面的内容谈谈自己的感受。

明确：上阙写景部分，严寒的冬天没有一点凄凉枯槁，恰恰
相反，使人的乐观使北国冬天的风光雄壮朴素美丽动人，令
人心气豪爽，精神奋发，虽然句句写景，可是抒情的味道很
浓重。下阙评论人物，不流于枯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理
有情，极有分寸。写景、议论、抒情有机结合，浑然一体。

三、比较阅读。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过一首题为《江雪》的(投影：“千
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五
言绝句描写了冰封雪冻的千山万径，寒江垂钓的孤独渔夫，
言简意深，请同学们分析，这首诗与《沁园春.雪》在感情基
调上有什么不同?(学生思考后回答)



明确：柳宗元因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而遭贬，他的政治思想和
远大抱负不能实现，内心的苦恼与愤懑反映在诗中，就是那
个卓尔不群、孤芳自赏、“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而毛泽
东的词作大气磅礴，格调高亢，充满了热爱祖国河山、以天
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作者所处的时
代、境遇，特别是胸怀的阔狭造成的。

四、作业

1、学习这首词的意境和优美的语言，请你也试着用诗样的语
言给各科老师写贺卡。

例：给语文老师：凝神处，思想与现实碰撞出七彩的火花，
轻落在我们身上，燃成一片燎原之势!老师，祝您节日快乐!3、
请写出四句写“雪”的古诗。

沁园春雪音乐教案中班篇五

知识目标：

1、写景、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

2、背诵课文、默写课文

能力目标：理解背景、把握大意

教育目标：热爱祖国大好河山，树立伟大抱负和坚定信念

重点、难点：理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教学媒体：录音机

课时安排：2



教学过程

一、题解与背景：

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的卓越的 军事
才能和指挥才能被世人所公认，他的文学才华也同样被世人
所称道，尤其是他的诗词更是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学修养。

1936年2月，作者率领长征部队到达陕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
民展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一次，作者曾于
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地形，
欣赏北国风光之后，写下了这首诗词。

二、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这首词分上下两阕，各写什么？

上阕：描写北国雪景

下阕：纵论历代英雄，抒发诗人的抱负

三、研究下列问题

1、总写北国雪景的句子是？

2、作者以望统领下文，都望到了什么？

（长城、黄河、山脉、高原 ）

这些景观大势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
是实写。

3、你认为以动写静的句子是哪些？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4、哪几句是虚景？

5、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结构上起什么作用？

（承上启下）

6、作者用一个惜字统领全文、评价历史人物，包含着什么样
的感情？ （惋惜、委婉批评不足）

7、怎样理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抒发了作者作为革命家的伟大抱负）

四、反复朗诵课文并能达到熟练成诵

五、作业 ：

1、查找资料。抄录一首作者的诗词并谈谈你的理解

2、背诵抄录《沁园春 雪》

教学课后记：

学习中让学生分组讨论，理解较好。好学生一般都能当堂背
诵

第二课时

一、复习上内容

1、背诵默写这首诗词

2、交流所抄录的作者的另一首诗词并谈谈自己的理解

3、学生评价



二、阅读课后诗《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并比较两首词的异
同点

这两首诗共同点都是写雪景，都有雄壮的气势、豪放的风格。
前者是借景抒怀之作，赞美祖国山河的壮丽，抒发诗人作为
革命领袖的豪情壮志；后者是写景叙事之作，描写行军的一
个场面，表现工农红军一往无前的战斗气概；前者上片写景
下片议论，后者上片写景，下片叙事。

前者写的是北国雪景，壮阔而美好，并有诗人的想象，后者
写的是南国雪景，虽有气势而难与前者相比，只是展现眼前
的实景。

三、理解《沁园春 雪》的艺术特色（小组讨论）

1、这首词是怎样把写景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

（上片写景大气磅礴，气象雄浑而有寓情于景，句句洋溢着
热 爱祖国山河的豪情；下片议论，有上片之景而产生感情有
祖国的壮丽山河想到无数英雄为之倾倒，并对历代英雄人物
加以评说而寓情于议，蕴涵诗人对祖国的深情以及充满自信
的情怀，最后一句由评论落到赞扬，点明主题，抒发了诗人
的豪情壮志。

2、这首词语言上有什麽特点？

这首词语言凝练、贴切、极富表现力

（望、看、惜贯穿全文；飘、舞、驰动词生动；运用比喻、
拟人、对偶等修辞方法）

四、当堂进行练习或做《目标检测》

教学课后记：



本课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加以适当引导。学生基本明确了
诗歌中运用几种基本表达方式的必要性及运用修辞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