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优秀5
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优秀的方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篇一

听赏歌曲《多来咪》，进一步巩固对音符doremi的识记，并
在欢快的歌声中进行律动表演。

听赏歌曲《多来咪》

巩固对音符doremi的识记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

一、跳房子游戏：复习音符doremi

二、听赏歌曲《多来咪》

１、初听歌曲录音,教师简介歌曲，引导学生读一读歌词。

２、听歌曲（教师演唱或录音）

３、师生共同演唱歌曲并自由表演

教室唱第一乐段，学生分为七组分别演唱doremifasollasi七
个音。衔接处全体演唱。



三、音乐表演《多来咪》

１、教师讲解《音乐之声》的故事情节

２、讨论表演《多来咪》片断可以分为：歌唱组、表演组、
伴奏组、制作头饰组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小组。

３、进行音乐表演

四、补充欣赏歌曲《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

感受乐曲的情绪，了解演唱形式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篇二

通过欣赏第四十五交响曲，感受音乐的美妙之处。

了解欧洲音乐的风格特点。

录音机、磁带。

一、组织教学

二、简介：

升f小调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1766年，奥地利作曲家海
顿任职的艾斯特哈齐府乐团的主人尼古拉斯公爵在一个可以
俯瞰诺吉托拉湖全景的风光明媚的地区，修建了一座豪华、
壮丽的宫殿，主人特别将它命名为“艾斯特哈齐堡”。宫内
规定，管弦乐团的团员和杂役们都不许携带家属进入。



三、乐曲概述

该曲写于1772年，该年正值禁令执行特别严格的时期，多数
的团员们全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得住在宫殿里，见不到家人。
海顿在乐团里一直是最有威望的团长，所以团员们都把希望
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想办法改善目前这种不便的生活。
海顿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构思了一部交响曲，在
乐曲的最后，请参加演奏的乐团团员在演奏完毕以后，一个
个收拾乐器，吹熄谱架上的蜡烛退场，只留下极少数的人，
孤单地继续演奏，借此表现出乐团团员们的心情。就这样，
海顿写成了《告别交响曲》，调号也选择了代表孤寂的升f小
调。据说，当本曲首次在公爵面前演奏时，尼古拉斯终于领
悟了其中的寓意。翌日，他马上传令让全体人员放假回家。

四、乐曲赏析

教师播放乐曲，引导学生欣赏：

全曲分为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甚快板，升f小调，3/4拍子，奏鸣曲式。以突然
出现的全乐队合奏，以及分解和弦急速下降的第一主题开始。
乐句单纯，但能给人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乐章，慢板，a大调，3/8拍子。这一节奏徐缓的乐章亦为
奏鸣曲式。弦乐器静静地演奏出主题旋律，显得沉静而安详。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稍快板，升f大调（有六个升记号，在
当时可以说极为少见）。全乐章在情调上，属于节奏稍快而
较复杂的段落，其中段以三度重叠的两支法国号奏出，但音
乐并不因此而显得粗野，依旧典雅庄重，是这个时期海顿最
完美的小步舞曲之一。

第四乐章，急板，升f小调，2/2拍子，奏鸣曲式。终乐章分



成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交响曲通常的终乐章形式，以
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二部分为慢板，3/8拍子，这是最后
附加的部分，体现出曲名“告别”的含义。不久，第一双簧
管与e调的第二法国号结束演奏。初演时，还特别依照海顿的
指示，将谱架上的蜡烛吹熄，团员纷纷抱着乐器依次退场。
最后的十四小节，由两个继续演奏着的第一小提琴，在安静
而孤寂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五、教师小结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篇三

1、学生通过歌曲《春晓》的学习，感受音乐与古诗的完美结
合，对以我国古典诗词为题材的现代音乐作品有进一步学习
的愿望。

2、通过用不同的速度来演唱歌曲《春晓》，体会不同的速度
对音乐情绪和音乐形象所产生的作用。

3、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创作表现
《春晓》。

1、八分休止符的运用

2、附点音符的演唱。

师：同学们听过《春天在哪里》这首歌吗？让我们随着音乐
跳起来吧。

1、歌表演《春天在哪里》。

——让学生自由演唱。

3、刚才大家演唱了赞美春天的歌曲，还有哪些同学能够吟诵



赞美春天的古诗呢？

1、刚才有位同学吟诵了《春晓》这首诗，你们看，唐朝诗人
孟浩然多了不起，仅仅用了20个字就描绘了春天的美景，下
面就让我们共同来感受这美妙的诗句吧！——师生共同诵读
古诗。

提问：读了这首诗，你感受到了春天的哪些美景呢？

师：大家说的太好了，面对这么美丽的春光，我们的诗人孟
浩然不禁吟到：“春眠不觉晓，……”——师配乐朗诵。

2、学唱歌曲

师：同学们知道吗，这首诗还能唱一唱，这种唱法叫古诗新
唱，想听听吗？

（1）、欣赏童声合唱《春晓》，感受歌曲情绪。

（2）、出示歌单，老师做示范演唱。

3、老师逐句教唱。

4、老师唱词，学生唱la音。

5、轻声演唱歌词。

6、解决难点：

（1）歌曲的四个休止符处加上四个动作：听、听、看、摇头。

（2）最后一句，附点音符的运用。

7、再次轻声、有感情地演唱。



8、女生领唱，男声伴唱。

9、男生领唱，女生伴唱。

10、分组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创作表现《春晓》。

11、教师指挥完整演唱一遍。

1、师分别用慢速、中速和快速演唱歌曲，请学生仔细聆听后
说一说三遍演唱的速度和情绪有什么不同。

2、排练合唱《春晓》，用慢速和中速演唱歌曲。

3、表演节目——大合唱《春晓》。

感谢全体同学，你们的歌声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美
好。最后，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结束这节音乐课吧！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篇四

１、学唱歌曲《我是小小音乐家》，感受乐曲热烈欢快的气
氛。

２、引导学生用doremi三个音进行音乐创编活动。

学唱歌曲《我是小小音乐家》

用doremi三个音进行音乐创编活动

电子琴、录音机、磁带

一、我是小小主持人：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并和
大家一起欣赏。



二、我是小小音乐家

１、初听歌曲：你听了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是几拍子的？

２、听歌曲：学生可以跟着小声唱一唱、动一动。

３、教师分句教唱歌曲。要特别注意歌曲的弱起小节和后十
六分音符的节奏

４、在涂颜色处拍手或用打击乐（铃鼓）伴奏并演唱。在学
生会演唱的基础上，按照教科书的要求，在涂颜色处拍手或
用打击乐（铃鼓）伴奏并演唱。

５、听歌曲、自由表演

三、我是小小作曲家

１、游戏《找朋友》。

２、活动《小小作曲家》

（１）教师做一个范例：选图片、节奏、分析创编乐曲。

（２）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图片进行创编、教师指导

（３）小组汇报展示，集体评价。

四、课堂小结

让学生谈收获。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篇五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歌曲《唱山歌》，感受壮族民歌的风格特点，培养热爱
民族音乐的情感。

【过程与方法】

采用欣赏法、小组合作等方法，激发对音乐的理解。

【知识与技能】

了解“对唱”形式、“变换拍子”及壮族民族风俗，并能用
优美、委婉的声音演唱歌曲。

【重点】学唱歌曲《唱山歌》，感受壮族民歌的风格。

【难点】一字多音的演唱。

钢琴、多媒体

(一)新课导入

播放电影《刘三姐》对歌视频片段，提问学生视频中的人物
在做什么，周围的景色怎样，唱歌的人是谁，她是哪个少数
民族的歌手。教师总结“视频当中的人们在有山有水的地方
开心地对歌，我们曾经学过“甲天下”的山水在广西桂林，
这个美丽的地方不仅有迷人的风景，更居住着一群勤劳善良、
乐观开朗的壮族人民。除了刚才播放的对歌歌曲，电影里还
有另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山歌》，接下来我们伴随这首歌曲，
一起走进我们的桂林，走进壮族。”

(二)初步感知

1.初听歌曲，教师设置问题：歌曲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速度
是怎样的?

学生自由发言;



教师进行总结：歌曲的情绪是优美、婉转地，速度为中速。

2.再次聆听歌曲，教师设置问题：歌曲的节拍是怎样的?

学生自由发言;

教师进行总结：歌曲是由2/4和3/4交替进行的，这样的节拍
我们叫做“交换拍子”。

(三)探究学习

1.学生学唱旋律，感受变换拍子的旋律特点;

2.找出旋律中的相似乐句，并根据特点划分乐句;

3.分乐句带入歌词，学唱歌曲，理解歌词表达的思想感情;

4.观察歌词与旋律对应特点，找出“一字多音”，并掌
握“一字多音”的唱法;

5.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地完整演唱歌曲。

(四)拓展延伸

介绍壮族风俗歌会“歌圩”，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影片
中人们的演唱形式和学生自己演唱歌曲的形式有什么不同，
结合歌曲《唱山歌》总结壮族民歌的风格特点，由小组代表
发言进行小组间的讨论交流。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歌曲《唱山歌》，走进了“山水甲天下”的
桂林，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桂林不仅有美丽的风景，
还有动听的音乐以及善良的壮族人民。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
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我们除了要了解



这些文化，还应该保护和传承我们国家的这些艺术瑰宝，热
爱我们的'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