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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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篇一

一、课前游戏——读ruapo（引导学生用普通话读，用方言读）

（生描述，师补充）：舒柏特：十九世纪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1797——1828），出生于维也纳附近小学教师家庭。幼时
在教堂唱诗班受音乐教育并任歌童，8岁随同父亲和哥哥学习
提琴、钢琴14岁开始创作歌曲，16岁开始创作交响曲，17岁
为歌德的诗篇谱曲。18岁完成第二、三交响曲，五部歌剧及
一百四十多首歌曲。

舒柏特曾在本地小学任教三年，以后失业终生。他的一生非
常贫穷受进了折磨，于1828年死于伤寒病。他给后人留下了
大量的音乐财富：共写了十四部歌剧，一百多首合唱曲，五
百多首歌曲，九部交响曲，其中很有名气的有“未完成交响
曲”“c大调交响曲”“鳟鱼五重奏”歌曲“美丽的磨坊姑娘”
等，他的歌流行七大洲，并且有很多首成为世界名曲。尤其
是他创作的歌曲，有时一个早晨能写五、六首，并把遇见的
每一件事都变成歌曲。他的歌曲常常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艺
术歌曲”被世界人民称为“歌曲之王”。其中他创作的“摇
篮曲”流传渗广。体现了一种舒缓安详柔美的意境。

1、播放东北民歌“摇篮曲”与舒柏特的“摇篮曲”的录音。

（聆听感受歌曲舒缓、安逸的情绪，安详柔美的意境；柔和
甜美的音色，引起学生关注，激发学生兴趣。）



2、个别提问听后感

二、学习新歌

1、教师范唱。（集体哼唱）

2、出示歌曲（几拍子、几段歌词）

3、个别提问有感情地朗读歌词。

引入：关于这首歌曲的来历，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想听不
想听？

舒柏特19岁那年，有一天他十分饥饿，下意识地走进一家饭
店，当服务员向他出示菜单时，他身无分文感到十分尴尬，
他四下张望希望遇到一位熟人或朋友，可饭店里全是陌生人。
当他低头失望时，忽然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克劳蒂乌斯的一首
小诗，立即把这首诗谱成歌曲交给了店主，才换来一份土豆
充饥，可是在他死后三十年，这首“摇篮曲”的手稿竟以四
万法郎高价卖了出去。同学们，今天老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
是向你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
财富”希望你们刻苦学习，将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更多的财
富来报效祖国，报答养育你的妈妈。

4、学生视唱，教师伴奏

导言：为了更好地理解、学习这首歌曲，请大家想象自己小
时侯妈妈哄你入睡时的情景，心里怎么想？试着唱一唱（有
表情的演唱）

5、分析歌曲，指出重点难点

6、教师伴奏，集体有感情地演唱

根据歌曲的旋律，分成小组自编歌词。（个别小组演唱）



7、教师指挥，学生集体用口琴吹奏。

8、好了，同学们，通过刚才歌曲的演唱与吹奏，我们了解了
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母爱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所以接
下来在优美音乐声下，为自己的母亲写下一段话，来感谢母
亲对你们的养育之恩，同时你也可以做为母亲节的礼物送给
妈妈。

三、教师小结：xxx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篇二

教学内容：

《走进京剧大世界》

教学目标：

1.学习《走进京剧大世界》——著名的京剧演员，了解四大
须生及四大名旦，还有净行和丑行的演员。

2.通过学习体验京剧演唱与唱歌的不同之处。

教学难点：

一字多音，如唱段最后一字“秋”的演唱。

教具准备：

影片剪辑：《智取威虎山》简介;《甘洒热血写春秋》唱段。

《京剧著名演员》及其视频剪辑;马连良《草船借箭》;裘盛戎
《赤桑镇》;梅兰芳《霸王别姬》;朱世慧《报药名》。



教学过程：

播放《急急风》节奏，学生采用走圆场的方式进教室。

3.在旦行里，还有三个人和梅兰芳齐名，你知道他们都是谁
吗?四大名旦：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首届京剧旦
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选，被
誉为京剧的四大名旦。

4.除了著名的四大名旦之外，你还知道京剧哪些著名演员?

5.学生汇报上网查找的四大须生资料：30年代人们喜欢听京
剧的唱腔，当时最负盛名的老生是：马连良、谭富英、杨森
宝、奚啸伯，他们被誉为京剧的四大须生。

6.欣赏马连良《草船借箭》片段。

7.净行俗称大花脸。在京剧界有“十净九裘”的说法，你们
知道为什么吗?教师介绍净行演员裘盛戎，并欣赏裘盛戎《赤
桑镇》片段。

8.认识著名丑行演员：朱世慧，并欣赏朱世慧的《报药名》。

总结本节课学习情况，布置下节课学习专题-----《京剧的行
当》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１、认真聆听《回声》，知道音乐中表现回声的方法，感受
音乐与大自然的关系，激发学生在音乐的感悟下去探索、发
现大自然的奥秘。



２、认识力度记号f,p,知道它们的含义，并能在实践中正确运
用。

３、通过学唱《友谊的回声》，鼓励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追求
友谊并建立美好的友谊。

教学重点：

力度记号在音乐中的实践运用。

教学难点：

音乐中表现回声的方法，后半拍起唱的演唱方法。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二、欣赏《回声》

3、再次聆听回声（出示歌谱）感受乐曲中强弱的对比

三、发声练习男女声分组唱，随老师的琴声唱一唱歌曲，用
自己的声音表现一下回声。处理：歌曲其他部分用中强的力
度来演唱，表现叙述的语气。

四、学唱歌曲引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唱一首《友谊的回
声》，先听一听歌曲，想一想，为什么叫友谊的回声？指名
学生回答，师小结：面对山谷，我们发出怎么样的喊声，山
谷就会传给你怎么样的声音，这其实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
你对别人付出了怎么样的真心，别人就会对你有怎么样的友
谊，这就是友谊的回声。

１、欣赏歌曲，随音乐轻轻唱一唱歌曲。



２、个别指导

b、出示：回声回声…可爱的回声。师独自唱一唱，请学生为
老师伴奏（拍手拍腿）述：这里有一个休止符，表示后半拍
起唱，请同学们在为老师伴奏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的休止
符是怎么把握的（师再唱，生伴奏）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师
弹琴，生边拍手边唱，逐步脱离拍手拍腿）

３、随老师弹琴，生轻轻演唱歌曲第一段“向着大森林”尾
音指导。

４、学唱第二段，师弹琴，生轻轻唱一唱，个别地方纠正。

５、随琴轻轻唱一唱歌曲。

7、让我们带者对友谊的情感来演唱这首歌曲（拍打节奏，轻
声来演唱）

8、纠正歌曲中错误的地方，跟琴演唱，提示带者什么样的情
绪演唱。

9、用强弱来打拍的形式，再次用情演唱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感受了回声，你现在知道音乐中是怎么表
现回声的吗？对，运用了两个力度记号，那就是强、弱。除
了这两个力度记号，音乐中还有一些记号也是表示力度的，
也有表现力度的变化过程的，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再接着学
习。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篇四

1、激发同学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2、围绕绘画或黑板报的主题认真地构思设计，并用学到的技
法和方法烘托主题，完成活动任务。

3、能从角度或局部形象来对主题进行表示。

1、尝试和探究人物的比例和神情动态的画法。

2、学习整体设计的方法，了解均衡、变化的审美原理。

课件、示范用绘画工具、同学自带色彩画工具。

第一课时

一、课件引入

通过多媒体播放学校的升旗仪式和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的情
景，将同学引入一个充溢神圣感、自豪感的氛围中。

二、了解常识

和同学一起交流课收集的关于国旗、国微、国歌的知识，让
同学更深一层地了解五星红旗的寓意、来历，和作为一个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具有的常识。

三、师生讨论

一起欣赏课件上的摄影作品、范画，了解每一幅图画所传达
的心情。接下来谈谈自身的创作设想，尽量要求构思与众不
同，有自身独特的想法。有了好的构思后，同学应着重考虑
画中的情景、国旗的位置，人物的位置、动作以和相关的环
境的位置分配。

四、绘画步骤 构思，打轮廓，涂色

教师重点讲解一些不同角度的画法，如正面、侧面、反面等



不同的表示方法，以和敬礼一些动作的画法，画面总休色调
的掌握等。

五、欣赏评价

绘画作业完成后，进行师生一起评。

第二课时

一、看书自学

上课时先让同学自学，了解关于黑板报的相关知识，如黑板
报由哪几部组成，设计和出黑板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等。

二、欣赏评价

对黑板报的要求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后，我们来对本班的黑
板报和一些手抄报做一个评价，看看本班的黑板报对照书上
的要求，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地方有待改进，进一步
加深对黑板报的认识。

三、黑板报设计步骤要求

黑板报版面设计应主题 明，版面美观、醒目，以达到吸引观
众的宣传效果。

1、组织相关稿件

2、绘制版面设计图

作业比例参照本班教室内的黑板比例。

3、版块布局画格子

4、分工合作完成



四、排版游戏 :以“庆国庆”为主题做排版游戏

1、设计一个比较切合“庆国庆”主题的刊头，画在黑板合适
的位置上。

2、选择布置好版块标题位置，并用合适的外形把版块画出来。

3、选择适当的题花、尾花插图画在合适的位置上。

五、欣赏评价:作业完成后进行评价，小结

六、课后延伸:同学利用课余到各班教室去欣赏黑板报，并在
教材中“学习屋”的调查评价表上作出自身的评价。

小学音乐教资面试教案篇五

（一）通过对作品欣赏、演唱、配乐诗朗诵，体现文化艺术
多元化的特点，让学生通过体验感受沉浸于浓郁的诗情画意
中。

（二）用自然、优美的声音演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三）认识还原记号；学习三拍子的指挥图式。

重点：能用轻快、优美的声音演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难点：掌握三拍子歌曲的韵律感。

钢琴、录音机、磁带等

看《把心儿种在春天里》的歌词

教师活动内容、方式

1、学生听教师演唱歌曲一遍。



2、学生跟随伴奏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在音乐声中走进教室。

反复播放《春之歌》a段旋律

比一比，赛一赛：

1、 说出带有“春”的成语。

引导：同学们喜欢什么季节？为什么？

师：提到春天，人们总喜欢用温暖、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等
词语，写它带给人的美好。

2、说出古诗词中关于“春”的诗句。

3、 配乐诗朗诵《推开春的大门 》

听到鸟叫了

在城效，有几只报春鸟

它们不敢进城

只在效外欢呼和跳跃

它们朴素得像乡下的农民

让我萌发一种亲近

它们是我的朋友啊

又仿佛是我巧遇的亲人



它们在寻找不知名的虫子

向同伴发出亲和的声音

在效外，我爱上了鸟的声音

在鸟的争鸣中

我推开了春的大门 （音乐《春之歌》a段旋律）

1、跟琴轻唱a段主旋律。

认识还原记号：表示将已升高或降低的音恢复到原音高。

2、初听乐曲

问：a、在听到主题旋律的时候作出表示

b、乐曲表现了怎样的情绪？

3、、再次欣赏。

要求学生用色彩表示听不同段落时的感受，并说明理由。

4、揭题、简单介绍乐曲创作背景及作者。

1、让学生描述自己所做过的美好的梦，谈谈自己的理想。

2、听教师范唱歌曲。

3、学生用lu跟琴哼唱旋律。

4、有感情地朗读第一段歌词，感受歌词抒发的情感。

5、再次听录音范唱。



注意第一乐段各乐句的相似之处的区别，并唱一唱。

6、跟琴学唱第一段歌词。

7、自学第二段歌词。

8、学习三拍子的指挥图式。

9、完整演唱歌曲，边唱边划拍。

1、讨论用什么样的力度来表现两个乐段不同的情绪。

2、采用多种的演唱形式表现歌曲。比如：领唱，合唱；轮唱；
接口唱等

3、在歌曲后半部分用拍手为歌曲伴奏。节奏型“0 xx x”

可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唱，一组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