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歌子教案中班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
东海渔歌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渔歌子教案中班篇一

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教学准备

手风琴、磁带、录音机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2.感受大海边的生活情趣

教学重点

通过演唱歌曲体会“赶海”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
绪。

教学难点

1.第三乐句第二小节的休止符要做到声断气不断。

2.乐曲中的附点四分音符的时值要唱够。

3.最后结束句的七拍长音，要训练学生用较长的气息支持来



歌唱。

教材分析

《赶海的小姑娘》

《赶海的小姑娘》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歌曲通过对
一个小姑娘“赶海”的描写，表现了小姑娘欢快的心情和一
颗纯真的童心。

歌曲的音乐形象鲜明，旋律流畅，结构工整。歌曲为单二部
曲式结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二乐段由三个乐句
组成，最后以模仿螺号的长音结束。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1.发声练习

2.听录音，感受音乐的情绪

3.学生学唱歌曲

（1）跟随老师学唱

(2)在演唱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纠正错误的地方

（3）采用不同方式演唱（例如：领唱加合唱、分组唱、独唱
等。）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通过演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体会了“赶海”
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绪。有机会的话，希望同学
们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美丽的大海。

四、课后反思

渔歌子教案中班篇二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1、背诵《忆江南》，引入古诗词意境。

2、出示《渔歌子》，介绍张志和。

(对于本首词的作者要详细了解，更能体会词的内在深意，继
而为体会诗人的人生志趣铺垫。

先给学生交流作者生平的时间，然后教师补充。这样才会使
学生查找资料的愿望长久保持下去。)

3、请学生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词

1、谁愿意把这首词写在黑板上，其他同学边看边小声地读，
把生字的读音读准。

2、读这首词，边读边想，这首词都描写了哪些自然景物?

(引导学生关注词中描写的景物，为想象画面做准备。)

(发展语言是语文学习的目的之一，借助这些词汇所展示的画
面，边想象边组织语言，用生动的现代语言描述西塞山边的



美丽，既接受古代汉语的熏陶，有发展现代语言，一举两得。
)

4、有感情地都自己创作的小散文。

5、出示图象。

观看图像，结合自己的想象，引起共鸣。

6、再次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词。

三、体会情感

1、齐读《渔歌子》，说说如何理解“不须归”.

指导学生理解不归哪儿，体会作者不回家，弃官隐居，一去
不返的'原因。指导学生结合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来理解。

2、带着体会到的、作者热爱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的情感，有感
情地朗读这首词，能背下来更好。

3、总结。

四、课堂练习

1、读下面的句子，想象画面，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2、背诵一首描写春天的诗。

五、实践活动

为了更好地了解张志和、白居易，请同学们查找白居易、张
志和的诗词，并有感情地诵读，开一个古诗文朗读会，从朗



读中赏析古诗词。

板书设计;

词两首；

日出江花红胜火让人魂牵梦绕的江南春日胜景；

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鹭、桃花、流水让人流连忘返的西塞山边美景；

鳜鱼、斜风、细雨。

渔歌子教案中班篇三

人教版语文教案格式(一)

一、教学目标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三、教学准备

四、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2、学习新课

a、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b、学习生字词

c、想想课文讲的是件什么事



d、小组讨论、交流。

e、教师相机辅导，理清课文脉络

3、指导感情朗读，入情入境

4、小结，拓展延伸

5、布置作业

五、板书设计

示范(一)

西门豹

学习目标：

1、会认“娶、逼”等7个生字，会写“淹、官”等14个字，
正确读写“管理、田地”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读好对话，读出不
同人物的语气和心情。

3、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西门豹是怎样勇于破除迷信、为
民除害的，受到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教育。

课前准备：

1、收集关于西门豹的资料。

2、投影片。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观察挂图(或播放课件)，说说图中人物及其神态、动作。

2、揭题谈话。你知道西门豹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好事吗?是从
哪里知道的?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读课文，自学生字词。

读准字音。“绸”是翘舌音，“尚”是后鼻字，“麻烦”
的“烦”读轻声。

认清字形。“渠”是上下结构，“灌”是左右结构，不要
和“罐”相混，注意“溉”与“概”的区别。

2、自读课文，想想课文讲的是件什么事，这件事的起因、经
过、结果是怎样的。

读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相机辅导，理清课文脉络。
按“摸清底细、破除迷信、兴修水利”的提示，找出课文中
相应的部分。

三、课文释疑，学习“摸清底细”部分(第1～9自然段)

1、带着问题默读。

问题：西门豹到了邺这个地方以后是怎样“摸清底细”的?读
后开展合作学习，共同探讨四次问答的内容。

2、在学生自读、讨论及教师点拨的基础上，概括出西门豹四
次发问的主要内容

(1)了解原因。



(2)了解作恶的坏人及其头目。

(3)了解受害者。

(4)了解漳河的情况。

3、分角色朗读四次对话。

4、引导学生探究。

(1)从哪里可以看出西门豹已“摸清底细”?他为什么要这样
做?

(2)西门豹说“河伯还真灵啊”，你认为他真这么想吗?为什
么?

(3)西门豹说“我也去送送新娘”，他真的是去“送”新娘
吗?

四、布置作业

示范(二)

落花生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掌握本课7个生字、正确读写第10自然段，会用“居然”
造句。

2、能分角色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重点句段。

3、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哪些内容是详写的，哪些内容是略



写的，并初步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4、理解课文中深刻含义的句子，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
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5、初步了解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学习作者的写法写一写身
边的事物。

二、过程与方法

1、自学生字新词，并用“居然”造句。

2、理解课文中的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懂得
做人的道理。

3、用借物喻人的方法写写身边的食物。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懂得“做人要做有用
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教学重点：

1.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2.掌握详略得当的写法。

教学难点：

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课前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趣，揭示课题

1、出示谜语，猜猜它是哪种植物?

“根根胡须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
下结果不开花。”(花生)

2、(出示花生的图片)说说花生的作用。

3、思考：为什么叫落花生呢?教师解题：花生又叫落花生，
因为花生的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成花生荚，所以叫
落花生。

4、落花生不仅是农作物的名字也是本篇作者的笔名，他为什
么取这个笔名呢?留着这个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文中，
走进许地山童年的时光。

5、板书：15.落花生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选择你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把课文读通顺。

2、检查认读生字词情况

3.检查学生读课文情况，指名读指定的段落，评议读的情况。

4.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围绕落花生讲了哪些事?

板书：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



5、你能说说哪些部分是详写，哪些部分是略写吗?(认识详
略)

详写：议花生

略写：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

(三)细读课文、重点感悟

1、略学第一自然段。

(1)、自由读、指名读

(2)、课文中哪些词语写种花生的经过?这些词语能颠倒吗?为
什么?

(3)、抓住对“居然”理解(什么意思?用在什么情况下?课文
为什么要用“居然”呢?练习用“居然”造句。)

(4)、指导朗读(读出惊喜)。

渔歌子教案中班篇四

欣赏民乐合奏《丰收欢乐而归》

教学目标

1.感受乐曲中不同的速度所表达的不同情绪。

2.描述音乐表现的不同情境。

教学准备

录音机、磁带



教学要求

能为《丰收欢乐而归》的几段音乐填上适当的速度记号。

教材分析

《丰收欢乐而归》

《丰收欢乐而归》是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的第四部分。由
马胜龙、顾冠群作曲，全曲共分四部分，分别是（1）黎明时
的海洋。（2）渔民出海捕鱼。（3）战胜惊涛骇浪。（4）丰
收欢乐而归。乐曲表现了东海渔民的劳动生活。

《丰收欢乐而归》由三个部分组成：

1.乐曲开始：在弦乐震音和扬琴分解和弦的琶音伴奏下，由
笛子吹出悠扬的、节奏自由的散板旋律，表现了人们在战胜
惊涛海浪之后的喜悦心情。

2.中间部分：表现了渔民们战胜风浪之后，自豪的驾驶着渔
船，乘风破浪，满载着丰收而归。

3.结束部分：音乐的速度转为快板，节奏紧凑，再现了乐曲
第二部分欢快的主题，这是根据浙东锣鼓的民间音乐改编的
旋律，是全曲的核心音调，经过不断的变化，渐快、渐强，
最后，鼓乐齐鸣，在最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教学过程

1.第一遍欣赏乐曲《丰收欢乐而归》。感受音乐中出现了几
种不同的情绪？

2.教师介绍乐曲。

3.分段欣赏：分辨三个不同的乐段。



4.为各段音乐填上速度记号，并描述音乐表现的不同情景。

5.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6.课后反思

渔歌子教案中班篇五

这是一首通过写景赞美渔家生活情趣的词。着意描绘了秀丽
的水乡风光，远山青翠，白鹭高飞，桃花火红，意境优美而
深入活泼，富于诗情画意，充分表达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山
光水色中悠闲而自由的生活乐趣。

教学目标：

1、准确认读词中的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词。

3、体会诗词所表现的内容、意境，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4、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养成课外
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词。

2、体会诗词所表现的内容、意境，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教学流程：

一、回顾旧知，揭示词题

我们已经学过《忆江南》这首词。忆江南称这首词的词牌名。



今天，我们要又学习一首词，题目是《渔歌子》。跟老师读，
渔歌子是这首词的词牌名。

二、疏通词句，感知词意

现在，请每位同学，把这首词读上2分钟，注意做到两点要求：

第一要准字音，做到读得字正腔圆；

第二读通顺，读出节奏，试着读得有板有眼。

1、学生自由读诗

2、请个别学生读，（其他学生听他是否把字音读准），再请
学生读出节奏（其他学生听，他哪里作了停顿）

3、全体学生齐读一遍（读准音，读出节奏）

4、这首词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带着这样的印象读一遍

三、解读画面，品味词境

（一）我来出个题目，了解你对这首词的掌握。

看到的——

1、你在词中看到了哪些景物？（课件出示）

2、谁来读这些景物，把景物读进同学们的脑海中去

3、谁能根据这首词，把景物的特点读出来？

4、你还看到了什么？除了景物还有许多丰富的色彩呢，你看
到了吗？



听到的——

1、听到了什么？（听，清脆的鸟鸣声，潺潺的流水声，还有
鱼儿跳跃的声音，仿佛还能到微风，细雨的声音）

2、师小结

3、你觉得这是个怎样的地方？（风景优美，幽静，秀丽，美
如画卷）

4、你带着这样的感情读（个别）

（二）如果让你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那里的风景，你会怎么介
绍吗？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准备。

1、生练说

2、交流

3、小结：多么秀丽的江南美景呀。作者张志和仅仅用了27个
字把这些美景尽收眼底，让人浮想联翩。真是词中有画，画
中有词。不禁让我们诵读这首词。（师生配合读）

4、好一个不须归（板书：不须归）

四、熟读成诵，进入心境

1、他不想回家，在哪里做什么？（垂钓）

2、创设情境，随机拓展《渔歌子》三首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还。钓车子，橛头船，乐
在**不用仙。

他恋上了垂钓，不想回家。我们仿佛看到，在一个月明人静



的夜晚：

你看到了——

我们又看到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饮
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

你看到了——

我们还看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霅溪湾里钓渔翁，舴
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你看到了——

1、生质疑

读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

2、了解作者及诗文的背景

3、生回答，师总结

是啊，他厌恶官场上黑暗险恶，厌恶哪些阿谀奉承，看破庸
扰的红尘，他想把心放回大自然中，回归宁静，回归本真。
他自称自己为“烟波钓徒”

4、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境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词。（分大组
读）

5、他真的是在钓鱼吗？老师查询了资料，他钓鱼从来不放鱼
饵，你说他

在钓鱼吗？他钓的是美景，钓的是一份心情，钓的是悠闲自
在的生活。（板书）



6、让我们悠闲自在地读一遍（男女生读）

7、小结：秀丽宜人的风景，让人不须归，悠闲自在的.生活，
让人不须归。

10、回读：最后让我们一起回味这首词。（配乐背诵）

五、布置作业，延伸课外

1、结合《渔歌子》作一幅秀丽宜人的水乡风景画

2、课外阅读《渔歌子》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