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模板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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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核心提示：《读书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深受少年儿
童喜欢，这首歌曲的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朴实平易，歌词朗
朗上口，刻画了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格和富于童趣的学堂
生活。歌曲旋律流畅，儿童画，口语化的歌词极具童谣风格。
...

《读书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深受少年儿童喜欢，这
首歌曲的`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朴实平易，歌词朗朗上口，刻
画了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格和富于童趣的学堂生活。歌曲
旋律流畅，儿童画，口语化的歌词极具童谣风格。

但是，这首歌曲由于被传唱了多年，很多学生会唱几句却又
不太准确，纠正起来很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这首歌曲时，
我首先提炼倚音，切分节奏以及大跳音程，解决歌唱中的难
点部分，如“小嘛小儿郎”，“只为人要翻身哪，不受人欺
负喂”，“叮叮啦切个隆冬拉枪”等。

然后采用边拍边唱的方式，游戏，律动以及卡片等多种方式
表现歌曲，让学生充分体验音乐和歌唱带来的快乐。

唱会歌曲后，我还以“唱了《读书郎》这首歌曲，你有什么
想说的？”为话题展开激励的小讨论，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
能力素质，激励学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尔努力学习。



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一、教材分析：

《我和提琴》：这是一首d大调的挪威儿童歌曲。3/8拍，一
段体结构，全曲由五个乐句组成。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对音乐执著的追求。

二、教学目标：

通过表演《我和提琴》了解挪威人民的民族风格以及音乐风
格，体会歌曲所表现得欢快具有舞蹈性的情绪。激发学生对
音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教学重难点：

1、3/8拍的含义及强弱规律在歌曲中的表现。

2、歌曲中的弱起拍，第三乐句的附点八分音符节奏。

四、教具学具：

多媒体软件、电子琴、录音机、磁带

五、课时安排：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1、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欧洲的美丽的国家挪威（课件）它位
于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示北欧地图）“挪



威”的意思为“通往北方的路”。它的首都是奥斯陆，是挪
威著名的港口，也是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花是
石楠花。

（多媒体出示：介绍挪威及风景名胜等）

2、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关于挪威的知识，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一
首挪威民歌，大家想不想听？让我们听一听，这首民歌讲了
一件什么事？（多媒体出示歌谱，听范唱）

【寓教于乐】

1、歌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来讲一讲？你来讲（作者养了
一头黄牛，每天都快乐的和黄牛生活在一起，但是后来却用
黄牛换来了一把小提琴，后来天天用小提琴演奏动听的音乐，
快乐的挪威人天天凑在一起唱歌跳舞，生活得快快乐乐。）
作者把喜欢的黄牛换了一把心爱的提琴，说明作者更喜欢什
么？（提琴）

2、故事讲得真好，谁给歌曲起个好听的名字？《快乐的提
琴》，《快乐的生活》很好。老师也起了一个名字《我和提
琴》。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3/8拍的挪威民歌《我和提琴》，
这是一首三拍子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3/4拍歌曲《法国号》。
3/4拍的强弱规律是强弱弱，我们用拍手来表现。（法国号音
乐）。大家表现得很好，3/8拍和3/4拍都是三拍子节奏不同
的是3/4拍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3拍，3/8拍则是以八
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三拍。3/8拍的强弱规律也是强弱弱，
指挥图示是这样的。（课件）我们再来听一听《我和提琴》
这首歌曲，仔细体会3/8拍子节奏，可用拍手表现，也可用指
挥图示表现。

4、同学们表现很好，三拍子的舞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



跟音乐试一试。大家表现的很像挪威人，因为挪威人都能歌
善舞。

5、这首歌曲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情绪？（欢快，活泼）

6、有没有信心学会这首歌曲，我们只要学会这三乐句，这首
歌就算学会了。

（课件）第一句是弱起节奏，一二从第三拍开始唱。找同学
起来唱，连唱两遍注意第一遍的结尾唱两拍，第二遍从第三
拍开始唱也是弱起。

第二乐句有一个附点八分音符（课件）跟老师一起连起来唱。
和第一句一样结尾两拍反复一遍从第三拍弱起开始，但这两
遍不完全一样，第一遍以5结尾，第二遍以1结尾。我们试一
试。

第三句是结尾句，请仔细听（教师范唱）跟琴教唱。

8、大家都学会了吗？我们跟琴完整的唱一唱试一试。

【表现歌曲】

1、同学们，大家都唱出了挪威人民欢歌笑语，载歌载舞，幸
福生活的心情，下面我们分组表现歌曲，哪一组愿意来为歌
曲伴舞？哪一组愿意为歌曲用打击乐伴奏？其他的同学来演
唱歌曲吧。

2、各就各位，音乐会现在开始吧。

【拓展创编】

1、提到了提琴，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国一首著名的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在我国的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一
起来欣赏。



（多媒体：听《梁祝》）

2、小提琴奏出了这么美妙的音乐真让人陶醉，除了小提琴你
还喜欢那些乐器？（扬琴，钢琴，吉他……）你能不能把自
己喜欢的乐器放到今天学习的歌曲中唱唱试试呢？（自由创
编）

找同学起来唱。（学生评，教师评）

【完美结课】

音乐能启迪智慧，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请大家象挪威人那
样继续追逐你的音乐梦想，让音乐伴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
的生活更加美好。同学们，让我们尽情地唱起来、跳起来吧！
学生在《我和提琴》歌舞活动中离开教室。

【教后反思】

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各位评委：

一、教材分析：

《那达慕之歌》表现了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热闹、欢腾的场面。
歌曲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同一旋律连续反复是它的主要特点
之一。

二、教学目标：

根椐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结合新课标，本课我
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学唱歌曲，使学生了解蒙古的节日——那



达慕。

2、情感目标：通过学唱歌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
情。

3、能力目标：让学生为结束句设计不同的力度变化，培养学
生在音乐活动中的交流合作能力和创造力。

三、教学重、难点：

1、能够理解和掌握力度的变化，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2、相关文化的渗透以及情感的.启发。

四、教学过程

本课我将教学过程设计为组织教学、导入新课、新歌教学、
歌表演、小结五个环节。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师：今天这节课，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音乐，请大家
轻轻地闭上眼睛，聆听音乐，听到音乐的时候，联想一下，
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样的场景?(播放《那达慕之歌》伴
奏音乐)

生：聆听音乐。

师：睁开眼睛，谁来告诉大家，刚才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怎
样的场景?

生：热闹、欢快、热烈等等。



(课件展示)

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这节课要学唱的歌曲《那
达慕之歌》(板书)。

师：“那达慕”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知道吗?

生回答。

师：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段录像，请同学们仔细欣赏。(播
放课件)

生：欣赏录像。

师：谁来说一说“那达慕”是什么意思?

生回答。

生：蒙古族。

生：摔跤、射箭、赛马。

设计意图：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课应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
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的心
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
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基于这种理念，在上课伊始，
我有意营造一种非常宽松、活泼的氛围，以《那达慕之歌》
为背景音乐，并结合课件给学生听觉和视觉的刺激，引导学
生参与体验，充分给学生以想像、讨论、探索的空间。引发
学习兴趣后引导到蒙古的节日，带领学生了解蒙古族，既促
进了师生关系，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为新
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教材分析：这是一首d大调的挪威儿童歌曲。3/8拍，一段体
结构，全曲由5个乐句组成。歌曲形象地表现了我和提琴在一
起时的欢乐心情，表达了音乐永远伴随着我一生快乐的美好
愿望。

教学目标：

2、学习歌曲《我和提琴》，唱准二声部

教学流程：

一、听歌曲，加上拍号

2/4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请同学感觉一下是几拍子。
全体跟老师学习指挥

4/4拍《采蘑菇的小姑娘》，请同学感觉一下是几拍子。全体
跟老师学习指挥

3/8拍《我和提琴》，请同学感觉一下是几拍子。全体跟老师
学习指挥

3/4拍《婚誓》请同学感觉一下是几拍子。全体跟老师学习指
挥。

二、学习《我和提琴》

1、听范唱，感觉是几拍子

2、高位置朗读歌词

3、为歌曲打节奏，节奏为每小节后半拍



4、为歌曲加二声部，用嘟嘟演唱，演唱为每小节后两拍

5、唱熟歌曲后，把3/4拍旋律改为3/8拍。

三、总结

四年级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那达慕之歌》是有关于少数民族节日的一课。在课的一开
始，我在歌曲《那达慕之歌》的导入部分，以《草原上升起
不落的太阳》为背景音乐，加上我的独唱，并结合课件创设
情景，这样导入，既促进了师生关系，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为整堂课的愉快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解决如何把握歌曲《那达慕之歌》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节
奏和情绪时，利用“那达慕”这个盛会中的比赛项目及比赛
情景为切入点，利用学生好奇好动的心理，不断启发，大胆
尝试，让学生通过“骑马”“传哈达”“万人齐声欢呼”的
场面和动作来感觉、编创节奏，去理解、体会情绪，并从中
发现美感与乐趣，这是音乐教学中十分美好的阶段，学生兴
趣盎然，课堂气氛将十分活跃。筷子舞本身就是蒙古族的舞
蹈，让学生既学会了唱歌，同时也学会了筷子舞，让学生在
欢乐优美的舞蹈中体会“那达慕”的热烈和欢腾。

在本首歌曲的结束部分——“设计不同力度演唱歌曲的结束
句，感受力度的变化给歌曲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处，我请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扮演这次体育盛会中的观众和拉拉队，并
鼓励学生除了设计力度方案之外，最好能加上相应的动作来
表演。让他们自由讨论，亲自尝试和感受，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体性以及表演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个
人的情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使学生享受学的愉悦，受到
情感的陶冶。

不足之处：学生在按节奏朗读歌词之后，如采用随师伴奏读



歌词，在填唱歌词，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会使学生掌握
的更扎实。在歌曲处理方面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多多引导
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处理歌
曲的乐趣。另外，还应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调动
学生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