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 小学五年
级音乐教案(模板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一

1、“春天”、“春雨”、“小鸟”都向人们“致春天”的来
临，本课汇编了一组描绘春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音乐的
感染下，进一步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2、聆听《春水》，感受拟人化的“春水”活泼、顽皮的形象。
聆听《致春天》，感受乐曲对春天的描绘，尤其是第一与第
三乐段，相同的曲调，不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情绪。让我们
在聆听过程中体验音乐丰富的表现力。

3、表演《小鸟小鸟》、《春雨蒙蒙地下》，歌曲借景抒情，
运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表达对春天的赞美。在学唱过程中学
习切分节奏及乐句的重复、变化(相似)重复的创作手法。

教学容：

1、聆听：《致春天》、《春水》

2、表演：《小鸟、小鸟》、《春雨蒙蒙地下》

3、音乐知识：切分音

《小鸟小鸟》是故事片《苗苗》的插曲。曲调欢悦而又奔放，
充分表现了少年儿童在春意盎然的春天里，热爱大自然的美



好情趣。歌曲为6/8拍，二段体结构。第一段(13小节)为齐唱，
第二乐段为合唱。每段均由两个变化重复的大乐句组成，音
乐素材十分精炼而集中。第一乐段以每三个音构成一个活泼、
欢乐的音乐动机“”这个主导乐汇以先上行模进、后下行模
进贯穿其中，给人以明亮、轻快的感觉，表现了少年儿童像
一只快乐的小鸟在祖国明媚的春光里自由飞翔欢乐幸福的形
象。第二乐段是副歌性的合唱，曲调在六度大跳后紧接连续
同音反复和下行级进进行，并用“”这样的节奏，配以连贯
的衬词“啦啦啦……”一气呵成，使得歌曲的情绪更加热情
欢乐，抒发了少年儿童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幸福欢乐的情感。

通过聆听和歌唱表达对春天的爱

音乐知识：切分音的运用

1、聆听《致春天》

2、表演《小鸟小鸟》

通过聆听体会身边的春天

表演《小鸟、小鸟》

一、聆听《致春天》

1、介绍作曲家的国籍及作品的背景为导入。

(1)设问：“挪威”地处欧洲的哪里?那里的气候条件如何?

(2)讲解：春天对地处北欧的挪威人民是多么的美好，作曲家
格里格热情地谱写了这首钢琴抒情小品。

2、视听《致春天》。

(1)设问：你能根据伴奏及旋律的不同表现手法区分作品的段



落吗?

(2)教师可适时指导，如听第一段的主题片段，以及第二段再
现主题的片段。还可帮助学生听辨第二部分的低音区的伴奏
片段等，以降低学生听赏中的困难，帮助他们听辨三段体的
不同情绪的音乐表现。

3、复听《致春天》。

要求学生在座位上用脸部的表情或微小动作，表达出三段音
乐在发展过程中的情绪变化。

4、完成教材中的书面作业。

(1)画出第三部分的图形谱，说明第一与第三部分旋律是相同
的，

但情绪不同。

如用同样的线条，可以用线条的粗细表达其热烈的情景。还
可以根据想像在图形谱上添加其他的图画等。

(2)完成方格框内的选择－－曲调高、低与情绪的平静、期待、
热烈。

以上两个书面作业，因为是在学生通过二次欣赏作品的基础
上独立完成或学生间的相互讨论完成，切忌教师包办代替，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像与联想。

5、三度(欣赏)创作。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舞蹈动作即兴表演对春天来临时
人们的祈望心情，要把三段的发展变化过程能表达出来。不
求动作和舞姿的优美，主要是体现学生的自主参与及他们对
春天的向往的心情。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二

一、师生律动学生随歌曲《青春舞曲》拍手进教室，随后跟
随老师做几个新疆舞蹈动作。

二、新课导入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要带你们走进新的音乐领域。

三、欣赏乐曲

(一)初次完整欣赏乐曲

师：首先老师请你们听这段音乐，听后，请你说出你对这段
音乐的感受，从节奏和情绪的变化上去看，能分出几部分?能
听出是什么乐器主奏就更好了。听的过程中同学们可以随老
师用指尖点节奏感受音乐。

师：播放乐曲(完整地)。

生：初次听乐曲。

生：学生畅谈听完乐曲后的感受；回答主奏乐器是什么。

生：是舞蹈者的脚步声。

师：对，这首乐曲除了乐队的音响以外，还加入了脚步声。
因为这首乐曲是爱尔兰典型的民间踢踏舞的音乐。

(学生如果回答不出来，老师就让学生再听第一段主题a，主
题a反复两三遍就可以了。主要启发学生听乐队音响以外的声
响。)

师：乐曲分为几部分?



(如果学生回答出是两部分，老师要请学生说原因。如果学生
能回答可分为两部分，但回答不出原因，老师要引导学生，
可以请学生看乐谱。)

(二)分段欣赏

师：同学们，请看黑板，这是乐曲的两个主题。两个主题音
乐的节奏、情绪有没有变化?学生回答。

教师再播放两个主题开始的片段，让学生感受节奏、情绪的
不同。

师：那么我们通过节奏、情绪上的娈化，可以看出，乐曲分
为两个部分。

１、欣赏第一部分

师：我们边听第一部分音乐，边看黑板上老师画的图谱，并
随着舞蹈者的脚步声拍手感受一下第一部分的情绪。(老师点
击第一主题)

再听：(教师边听边画出图谱)使学生感受舞者脚步节奏的变
化。

教师根据图谱完整准确敲击节奏。

师：通过音乐，请你说说舞蹈者脚步的节奏是怎样变化的?

生：脚步节奏越来越快。

师：第一段音乐是怎样的情绪?

生：欢快的。

２、欣赏第二部分



师：现在请同学们看第二部分曲谱。

师：第二段的节奏有明显的变化，音乐加入了什么样的节奏
类型?

生：后十六节奏、八分音符。

师：对，那后十六、八分音符的加入，又使得旋律有了怎样
的情绪变化呢?好，下面请同学们听录音，感受一下第二部分
音乐的情绪。

(教师播放第二部分音乐，学生认真聆听。)

师生畅谈：跳跃的、不稳定的；动感十足的，气氛更加强烈。
舞者激烈的脚步、奔放的情绪从音乐中可以感受出来。

师：我们看着第二部分的曲谱，用手划拍视唱感受一下。

(学生划拍小声练习唱谱。)

师：下面请同学们小声用“哒”随钢琴伴奏哼唱，并随钢琴
加入拍击。

师：好的，同学们，刚才我们着重将这首乐曲两部分的音乐
从节奏和情绪上分析了一下。

师：同学们，你们想知道这首乐曲是谁创作的吗?这首乐曲就
是由爱尔兰著名的音乐家比尔·惠南创作的——什么呀?(教
师展示幻灯)

生：《大河之舞》

师：对。刚才我们听的这首音乐只是《大河之舞》音乐剧其
中的一段音乐。



(三)完整欣赏

(师生共同观看《大河之舞》视频。)

(四)介绍《大河之舞》的背景

师：《大河之舞》是什么?它是一部音乐剧。共分四场。这部
音乐剧主要表现了爱尔兰古老的历史，由于时间关系，老师
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刚才我们欣赏的那首乐曲只是《大
河之舞》音乐剧其中的一段音乐。老师希望你们能记住《大
河之舞》这段音乐。

《大河之舞》这部音乐剧的舞蹈风格是什么呢?是利落流畅的
爱尔兰踢踏舞?是热情奔放的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还是气质优
柔的古典芭蕾?还是活力动感的现代舞?都不是，又都是。它
融合了以上几种舞蹈风格，这就是《大河之舞》。

师：同学们，你们还想不想看看《大河之舞》中别的精彩片
段?

生：想。

(老师播放《大河之舞》中别的精彩片段。观看后让学生说出
看后感受。)

四、学跳踢踏舞

生：想!

师：在这之前老师提到了，爱尔兰的踢踏舞融合了热情奔放
的西班牙佛朗明哥踢踏舞，汲取了气质优柔的古典芭蕾及活
力动感的现代舞的精髓。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学习爱尔兰的
踢踏舞，爱尔兰踢踏舞分为花式舞步和基本舞步，我们学习
简单的基本舞步。



教师出示踢踏舞鞋：分为前掌和后跟。表演者穿着踢踏舞鞋，
用脚的各个部位在地板上摩察拍击，发出清脆的“踢踏”声。

学生学跳爱尔兰踢踏舞。

1)基本站姿：头正、身直、肩展，重点强调膝关节和踝关节
的放松。

2)脚步动作：踝关节放松，同时还要能控制…….

师鼓励：你们真像一群爱尔兰的舞者呀。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除了爱尔兰的踢踏舞，还有哪些
国家有踢踏舞?

(老师介绍西班牙佛朗明哥踢踏舞，俄国、美国也都各自有自
己本民族的踢踏舞。)

学生回答。

师：是藏族。现在老师再给大家表演一段藏族的踢踏舞怎么
样?

教师表演藏族踢踏舞的几个动作。

师：今天我们欣赏、学习了爱尔兰的踢踏舞。今后，老师有
机会还会教大家学跳藏族的踢踏舞。

五、课堂总结

师：《大河之舞》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它印证了这一点：一个被遗忘的舞蹈因为一群热爱它的爱尔
兰人，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大河之舞》不仅是世界舞蹈的
瑰宝，也是整个爱尔兰民族的骄傲。请同学们记住：只有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



师：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六、下课

学生随老师弹奏的《大河之舞》按节奏拍手出教室。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三

教学目标：

1.“春天”、“春雨”、“小鸟”都向人们“致春天”的来
临，本课汇编了一组描绘春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音乐的
感染下，进一步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2.聆听《春水》，感受拟人化的“春水”活泼、顽皮的形象。
聆听《致春天》，感受乐曲对春天的描绘，尤其是第一与第
三乐段，相同的曲调，不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情绪。让我们
在聆听过程中体验音乐丰富的表现力。

3.表演《小鸟小鸟》、《春雨蒙蒙地下》，歌曲借景抒情，
运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表达对春天的赞美。在学唱过程中学
习切分节奏及乐句的重复、变化(相似)重复的创作手法。

教学内容：

1、聆听：《致春天》、《春水》

2、表演：《小鸟、小鸟》、《春雨蒙蒙地下》

3、音乐知识：切分音

教材分析：

2、表演《小鸟小鸟》



一、聆听《致春天》

1.介绍作曲家的国籍及作品的背景为导入。

(1)设问：“挪威”地处欧洲的哪里?那里的气候条件如何?

(2)讲解：春天对地处北欧的挪威人民是多么的美好，作曲家
格里格热情地谱写了这首钢琴抒情小品。

2.视听《致春天》。

(1)设问：你能根据伴奏及旋律的不同表现手法区分作品的段
落吗?

(2)教师可适时指导，如听第一段的主题片段，以及第二段再
现主题的片段。还可帮助学生听辨第二部分的低音区的伴奏
片段等，以降低学生听赏中的困难，帮助他们听辨三段体的
不同情绪的音乐表现。

3.复听《致春天》。

要求学生在座位上用脸部的表情或微小动作，表达出三段音
乐在发展过程中的情绪变化。

4.完成教材中的书面作业。

(1)画出第三部分的图形谱，说明第一与第三部分旋律是相同
的，

但情绪不同。

如用同样的线条，可以用线条的粗细表达其热烈的情景。还
可以根据想像在图形谱上添加其他的图画等。

(2)完成方格框内的选择－－曲调高、低与情绪的平静、期待、



热烈。

以上两个书面作业，因为是在学生通过二次欣赏作品的基础
上独立完成或学生间的相互讨论完成，切忌教师包办代替，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像与联想。

5.三度(欣赏)创作。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舞蹈动作即兴表演对春天来临时
人们的祈望心情，要把三段的发展变化过程能表达出来。不
求动作和舞姿的优美，主要是体现学生的自主参与及他们对
春天的向往的心情。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四

1、感受、体验我国民族民间艺术宝库里戏曲中的京剧音乐风
格与韵味，进一步激发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

2、学习现代京剧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都有一颗红
亮的心》。亲身实践、体验“二黄”、“西皮”的唱腔，并
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

3、聆听《京调》，表演《蝈蝈和蛐蛐》、《我是中国人》，
进一步体验以京剧音乐为素材而创作的浓郁京韵，学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聆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京调》

2、学唱歌曲《蝈蝈和蛐蛐》、《我是中国人》

3、编创与活动

《蝈蝈和蛐蛐》是一首叙述性的诙谐歌曲。歌曲以拟人化的



手法，讽刺爱“吹牛”的“蝈蝈”和“蛐蛐”相互吹捧、相
互比说大话，他俩“越吹越得意”“越侃越入迷”，到头来
都成了大公鸡的盘中餐。以此来告诫人们，要踏踏实实、千
万不能浮浮夸夸，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牐牳枨的曲调汲取于北方戏曲(如京戏)、说唱(如评剧)的音
乐素材创作而成。全曲以

“”倒逆为“”而展开，以说唱的形式各自吹虚自己的本领。
第三段是最后的13小节，由六句组成，基本是2小节一
句。(但倒数第5小节的“”是3小节一句)这是全曲的高潮部
分，音乐节奏拉宽，带有戏曲的拖腔味，表现二位吹牛大王，
越吹越大，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音乐突然出现一个前八分休
止符，转入另一个情境：“走来一只大公鸡”，用连续七个
四分音符：

“”形象地把公鸡“一口一个”把它俩全吃了。风趣而完满
地结束了这一闹剧。

牐牳枨以趣味性与论理性为一体，学生在演唱时可以发挥自
己的想像，表现这小哥俩的丑态，边唱边演去体验音乐的诙
谐性。

体会“京韵”

三课时

1、聆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2、表演《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了解京剧

感受京剧的韵味



1、从戏曲知识导入。

(1)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武术
等为一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我国戏曲剧种有三百几十种。其中京剧是影响较大的大剧
种之一。京剧产生于北京，有二百多年历史。早在1919年京
剧大师梅兰芳赴日本演出以来，京剧频繁走出国门访问演出，
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2、介绍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见教材分析)，初听唱段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并作简介。

3、复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感受其韵味。

4、简介戏曲音乐的主要因素。

(1)地方语言：戏曲唱腔的产生是以地方语言为基础。

(2)唱腔风格：唱腔是区别剧种的主要标志，京剧是以西皮腔
和二黄腔为主的音乐风格。本唱段是二黄腔。

(3)伴奏特色：京剧的伴奏特色是三大件—即京胡、月琴、小
三弦及锣鼓点等。

5、试奏京剧锣鼓经《慢长锤》进行实践与体验，一组学生演
奏锣鼓经(曲谱见课本。打击乐器不够可以用嘴念代替)，一
组学生随锣鼓点节奏走圆场。然后双方交换。

6、聆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学生可以轻声跟唱，以体验
京剧的音乐风格及剧情中的人物的品格。

1、介绍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情(见教材分析)。聆听《都有
一颗红亮的心》并作唱段内容简介。



2、解释：“西皮流水”，西皮是腔、流水是板。

3、将全唱段分解成4句，分句跟随音带反复学唱，跟唱时教
师指导学生用手指打着“板”(强拍) “眼”(弱拍)跟唱。唱
会一句再唱下一句。一句一句学唱。

おさ谝痪洌捍涌始到“不登门”。

牐牭诙句：从“虽说是”至“还要亲”

おさ谌句：从“爹爹和奶奶”至“猜出几分”。

おさ谒木洌捍印八们和”到“红亮的心”。

おぱ莩时指导学生用假嗓唱，音量不要大。分句演唱时，教
师适当点拨每句的情绪的起伏。拖腔处要提醒学生仔细听，
认真模仿，这是唱出京味的关键。

4、在分句唱好的基础上，随录音完整地跟唱。

5、请基本模唱像样的1—2位学生试唱。

6、全班角色化投入地唱全选段，实践体验京剧的韵味及剧中
人物的品格。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五

教学目的：

1、通过听、唱、说、演、感受表现可爱小动物的音乐，从而
懂得爱护动物。

2、能够用有感情的声音表现歌曲。

教学重点：感受并表现小动物的音乐。



教学难点：用有感情的声音表现歌曲。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进教室。

2、发声练习。

3、复习歌曲。

4、复习柯尔文手势。

二、基本部分：

1、导言。

2、表演《动物说话》

(1)完整地聆听歌曲范唱，边听边用手指按课本上的图示滑动，
体会旋律的起伏。

(2)用听唱法学会歌曲，分小组编创歌词，可用其他小动物，
找出他们的特点编唱，看那一组编唱的好。

(3)采用对唱的形式演唱歌曲，边唱边表演。

(4)请几名同学自愿用打击乐为同学的歌唱及表演伴奏。

3、编创与活动：

(1)指导学生认真看图，说出都是什么动物?第一幅猛犸象，
第二幅亚洲象，第三幅非洲象。通过亚洲小朋友喂大象吃草
和非洲小朋友为大象清洗及大象运输货物，小象演马戏等画



面，为人们展示了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

(2)提示：为什么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用谈话法的方式回答
老师的问题，也可以边说边表演。

三、结束部分：

小结。

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音乐教案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六

１、欣赏乐曲《大河之舞》，了解乐曲的结构；感受乐曲欢
快、热情的情绪。

２、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感受《大河之舞》气势宏大的舞蹈
场面。

３、学跳踢踏舞的基本舞步。

４、通过欣赏乐曲，了解世界多元文化，丰富情感体验。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七

1、师：刚才这段音乐是我国哪一种戏曲的音乐声？

2、生：京剧。

3、师：对了。我们知道京剧是我国的国粹，那么你对京剧有
哪些了解呢？我想请同学们把你所知道的有关京剧的内容说
给大家听听，让我们一起来走近京剧。

讲到服装时，媒体出示头饰、靴子、服饰等图片；



讲到脸谱时，媒体出示脸谱的同时，教师讲解脸谱所代表的
人物个性；

讲到票友时，教师说说慈禧太后作为票友，专门为看戏而搭
的7米高的戏台。

2 、生答：“京”代表京剧在北京形成。

3、师：但是京剧的真正源头却是安徽，让我们来看看京剧是
怎样形成的，（媒体出示图片或文字，教师口头讲解）

1、媒体演示，教师讲解。

师：京剧根据人物的性别，个性等把人物分成四大类，就是
我们所说的四大行当：生、旦、净、丑。“生”一般指男性
演员，在每个行当里，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物又有不同的行
当名，比如：画面上的这个叫老生，而这个年轻的叫小生，
另外还有武生。“旦”是指女性角色，如年龄大的叫老旦，
年纪轻的叫花旦，“净”则是指“花脸”，就是我们刚才我
们介绍的有脸谱的角色。“丑”则是指诙谐滑稽或小奸小恶
的人，就象画面上的这位水浒传中的石迁一样。

2、请学生表演。

3、师拿出京锣伴奏，四位学生分别着生、旦、净、丑的服装
依次出场表演、造型。

4、请学生分辨角色，教师还可以为生角加上假胡须，以分辨
老生与小生。

1.师讲解。

2.请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唱：演唱



念：念白，具有音乐性，象唱歌。

做：只表演，不出声，有节奏性，象舞蹈。

打：打斗时的表演动作。

3.欣赏《华容道》片段，请生分辨四大功夫。

师：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华容道》，在这个
片段里就包括了这四大功夫，我们一边来4.欣赏演员的精彩
演出，一边分辨这四大功夫，（简单介绍《华容道》）。

生观看录象，并请生做票友，在精彩的地方鼓掌、喝彩。

教师做适当的旁白介绍。

5、请生学一学打斗的动作，形式多样的参与。

1）、请一生出来，并用京剧的旁白邀请另一位同学，其他的
学生还是做票友，营造气氛。

2）、请女生出来表演花旦。

3）、请生表演翻跟斗，侧手翻、耍大旗等动作。

4）、请多位同学表演跑龙套的动作，教师京锣伴奏。

6、了解旦角的唱腔，并能分辨花旦与老旦的区别。

师：看了许多生角和净角的戏，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花旦的
优美唱腔，在京剧的唱腔中，也有很多的讲究和流派。象刚
才曹操的唱腔是诙谐滑稽，有时又是锵铿有力，我们现在来
感受一下花旦那清新动听的声音，请欣赏《都有一颗红亮的
心》。



师：从录象中我们看到演员不仅唱得好，而且从脸部表情到
动作都很到位，我们请几位同学来模仿一下。（师请一女生，
请她用京剧旁白邀请其他同学一起来。）

师：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花旦的优美唱腔，请大家一起
来模仿这段唱腔。

师：老旦的唱腔与花旦是不同的，我们来欣赏一上李奶奶的
一段《血债要用血来偿》，体会一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花
旦：细、娇柔。老旦：粗、厚实。）

六、介绍京剧的发展，激发学生对京剧的自豪感。

师：京剧虽然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却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不断的发展。在现代，京剧除了古装的传统戏以外，
还编了许多现代戏，象著名的《红灯记》、《沙家滨》、
《智取威虎山》等，但它们的唱腔并没有变。因此京剧被外
国人称为东方歌剧，还有的被改编成歌曲的演唱形式，很受
大家欢迎，象《唱脸谱》、《我是中国人》等，已传唱大江
南北。在座的同学如有兴趣，可在课外多听，多看，多学，
为宏扬我国传统的京剧艺术出一份力。

聆听《京调》表演《我是中国人》

2.初听第一主题的笛子主奏曲调与第二主题笛子的曲调问：
哪一主题的曲调活泼，紧凑？

听辨教师弹奏的两个主题中的某一主题？然后哼唱

3.欣赏全曲完成教材上的作业。

4.聆听范唱《我是中国人》问：歌曲讲述什么内容？它给我
们什么启示？



5.分段跟唱然后以自豪的情感完整唱全歌

6.召开戏曲演唱会。

7.总结本课：

1、媒体出示板书。

2、师以提问的方式总结。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八

复习第二单元

1、演唱歌曲《快乐的嚓嚓嚓》并用二拍子指挥图式。

2、能用轻快、明亮的声音演唱歌曲《校园的早晨》。

3、用自然、优美的声音演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4、能用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快乐的小队》。

5、复习升记号、“d.”、 “fine”、二拍子指挥图式、三拍子的指
挥图式。

教具准备：电子琴、录音机、磁带

1、齐唱《快乐的嚓嚓嚓》。

2、分男女声唱《快乐的嚓嚓嚓》。

3、齐唱歌曲《校园的早晨》。

4、小组派代表演唱歌曲《校园的早晨》。



5、齐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6、分男女声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7、指名演唱《把心儿种在春天里》。

8、齐唱《快乐的小队》。

9、指名演唱《快乐的小队》。

10、复习升记号、“d.”、 “fine”、二拍子指挥图式、三拍子的指
挥图式。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九

教学内容：

一、歌曲  春来了

二、综合训练        按指定节奏来写作旋律

三、欣赏   1、牧歌   （无伴奏合唱）

2、渔歌   （巴乌、筝、笙三重奏）

民歌乐器介绍（三）吹管乐器

教学目的；

一、 指导学生用欢快的情绪，歌唱春天的到来。教育他们热
爱生活，充满热情的去寻找美好的春天。

二、 按指定节奏写作旋律，继续发展学生的音乐思维能力。

三、 感受蒙古民族的音调及无伴奏合唱人声的表现魅力和多



声部和声效果的美感。

四、 感受哈尼族、彝族的民间音调，初步感受和了解我国民
族吹管乐器。

教材分析：

一歌曲

春天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歌曲《春来了》，以短小的篇
幅三拍子圆舞曲的形式，表达了同学们在春天到来时的喜悦
心情。

二综合训练：

用所给的音编写节奏。

三欣赏：

1、《牧歌》是流传在蒙古一带的民歌，旋律具有优美、抒情、
高亢、悠扬的特点。

2、《渔歌》全曲由晨曦、渔歌、欢唱、跳月、渔歌、远去几
个部分组成。

民族乐器介绍（三）吹管乐器

1、 笛 2、箫 3、唢呐 4、笙 5、管子

教学重点： 歌曲表现 旋律创作

教学难点 ： 旋律创作

课时划分： 二课时



一、学唱歌曲

二、欣赏

教具： 录音机 挂图

第一课时 新授

一、 组织教学

1、 起立

2、 问好

3、 坐下

二、 发音练习

《双声部音阶练习》

1＝c－d 声部间和谐，统一。音色一致，音量适中，音准把握
好！

三、 新授

1、 听范唱

2、 提问：本课的拍号、谱号。

3、 写出f大调音阶，复习音位、音准。

4、 分段进行

5、 打第一段节奏。



6、 跟琴视唱第一段曲谱。

7、 请同学分析一、二段相同与不同处，找一找模进处。

8、 自己视唱第二段。

9、 集体唱一唱两段谱。

10、 完整演唱。

11、 有感情的读词。

12、 提问句与答句有什么区别？“哈”怎样唱才能正确表达
情绪。

13、 唱词。

四、 欣赏：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今天，我们来欣赏一首内
蒙民歌《牧歌》。

初听：1、感受蒙古民歌的音调。

2、 认识无伴奏合唱的知识。

3、 要求学生从音色上感受其音响效果。

复听；感受歌曲的音色、力度、和声的变化体会其 美感。

反复再听：

1、 每遍听前启发学生想象。

如；内蒙民歌，上句的旋律在高音曲围绕着“sol”音上下回旋，



悠扬飘逸、仿佛是蓝天飘的白云。下句主旋律转入“do”音为
主，仿佛草原上如银的羊群。

2、 做听听想想。

五、 小节

今天，我们学习了《春来了》，大家欣赏了春天的美景，又
到了蒙古草原领略了《牧歌》的美丽，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一切是那样的，美丽，让我们继续努力，开创美的生活。

板书设计 ：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欣赏

教学内容：

1、 歌曲处理

2、 综合训练

3、 介绍乐器   欣赏《渔歌》

教学过程 ：

一、 组织教学

1、 起立

2、 问好歌

3、 坐下



二、 发音练习

《双声部音阶模唱》

1=c—d  声部间和谐、统一。音色一致，音量适中，音准把
握好！

三、综训：

1、 今天，我请同学们做一次作曲家。我们来给节奏进行旋
律创作。我们先来唱一唱谱，找节奏、旋律的联系与区别。

2、 回顾以往的写作方法—重复及变化重复。按重复写上缺
少的小节。

3、 启发学生在旋律上做一次变化。

四、歌曲处理：

1、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春来了》，大家一起唱一唱。想一
想，你正在和春姑娘做游戏，很顽皮的语气来唱。

2、 问句和答句，有什么区别？最后“哈”字应怎样表达情
绪。

五、 欣赏

（一） 介绍民族乐器

笛、箫、笙、唢呐、管子

巴乌、筝、笙

（二） 欣赏



（初听）1听一下由巴乌吹奏的《渔歌》主题曲。

2讲解本课各部分的内容，标出各部分标        
题。

（复听）1按老师所写的标题，想象各段内容。

（再听）进一步分析歌曲旋律，使学生对少数民族的音调有
所感受。

做听听想想：

六小结：

今天，同学们上课很认真，通过欣赏《渔歌》，大家对乐曲
理解、鉴赏能力有了更大的提高。

板书设计 ：

晨曦、渔歌、欢唱、跳月、渔歌、远去

课后记：

小学五年级音乐电子课本篇十

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

一、通过听《糖果仙人舞曲》、《小天鹅舞曲》，唱《小红
帽》、《有一个人在林中》童话色彩的音乐和歌曲，感受体
验乐曲轻快活泼的情绪。

二、主动参与编创动作表现歌曲，填唱名，选择打击乐等音
乐实践活动。

教学重点难点：学会用轻快活泼的情绪演唱歌曲。



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一、聆听管弦乐曲《小天鹅舞曲》。

二、学唱歌曲《小红帽》。

教学过程：

一、聆听管弦乐曲《小天鹅舞曲》。

2、复听音乐，让学生扮演小天鹅即兴舞蹈。

提示：看谁的动作轻盈，和上音乐。

3、引导学生选择一两件打击乐器和着音乐敲击。

二、学唱歌曲《小红帽》。

1、用听唱法学会歌曲。从感受入手，多听录音或范唱。

2、在学生跟唱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指导学生边唱边表演。可以启发学生表创与课本不相同的
动作表演，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

4、启发学生根据童话故事《小红帽》改表歌词，加入情节表
演，可制作道具配合表演。形成唱歌———表演——唱歌。

三、小结，下课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一、聆听管弦乐曲《糖果仙人舞曲》。

二、歌曲表演《有一个人在林中》。

教学过程：

一、聆听管弦乐曲《糖果仙人舞曲》。

1、初听音乐，教师可不讲剧情，让学生静静的感受音乐的梦
幻色彩。

2、复听音乐前，教师可讲述《胡桃夹子》的故事，引起学生
的兴趣。

提示：请你想象剧中人的形象，边听音乐边表演。

二、学唱歌曲《有一个人在林中》。

1、用听唱法学会歌曲。听歌曲录音感受歌曲。

提示：那两句是一样的?有几处是相同的?

2、反复范唱两次，让学生找出相同得旋律，唱一唱。

3、跟着老师有感情的读歌词，填唱歌词。

注意弱起的第一个音不要吃掉，并注意音准，用模唱解决。

4、学会歌曲后，分角色表演歌曲。

提示：想一想怎样表演?



三、小结，下课

课后反思：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音乐《小青蛙》《野蜂飞舞》，表现出对小动物
的喜爱之情。

2、能够自编动作参与表演。

教学重点：聆听音乐，表现对小动物的喜爱。

教学难点：自编动作参与表演。

教学准备：录音机、电子琴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起立、问好、入座!

2、复习歌曲。

二、基本部分：

1、聆听《小青蛙》

(1)完整地聆听乐曲两次，分辨青蛙的叫声。

(2)听乐曲，在课本的方框中划线条，表示听到的青蛙的叫声。

(3)听乐曲，分别学做青蛙的动作表演。



2、聆听《野蜂飞舞》

(2)复听歌曲，自编动作表现出野蜂急促地上下飞舞的形象，
随着歌曲录音用自编的动作表演。

3、编创与活动：

(1)认识铃鼓，并在教师示范下学会演奏铃鼓的正确姿势。

(2)把演奏铃鼓的方法留给学生分小组讨论，怎样奏出短音?
怎样奏出长音?

(3)试着用铃鼓为学过的歌曲伴奏。想一想哪首歌曲合适?选
一首让大家唱，并有几个学生用铃鼓伴奏。

三、结束部分：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