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鉴赏莫扎特传 高中音乐鉴赏教案
(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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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音乐鉴赏莫扎特传篇一

1、学唱歌曲《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2、认识常用课堂打击乐器碰铃、响板。

3、听赏歌曲《吹芦笙》。

1、能有兴趣地听喜乐，并 知道《吹芦笙》是表现哪个民族
的儿童歌曲。

2、能有表情地演唱《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3、认识碰铃与响板，并知道正确的演奏方法。

学唱歌曲《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cd

（一）学唱《我爱家乡，我爱祖国》

1、教师挂出中国地图和长江、黄河风景图，介绍长江、黄河，
并请学生指出长江和黄河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2、教师将歌曲范唱一遍，或播放童声独唱录音。使学生初步
了解歌曲的歌词、节奏和情感。

3、跟着教师有表情地分句轻声学唱。

4、请几级学生集体演唱，并评出有表情且音色较美的小组进
行表扬。

（二）听赏《吹芦笙》

1、教师播放歌曲《吹芦笙》，引导学生欣赏，初步感受歌曲
的情绪。

2、教师简单介绍侗族及其吹奏乐器芦笠的主要特点。

3、引导学生在听赏时接唱歌曲中的衬词。

4、在听赏几遍以后，可让学生跟随录音轻声哼唱。

（三）认识打击乐器：碰铃、响板

1、教师向学生展示乐器实物，演示基本的演奏方式，并让学
生识别两种打击乐器的不同音色。

2、教师将乐器发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敲击方
法。如乐器数量不够，可轮换进行。

3、教师出示卡片

碰铃dang dang dang dang

响板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统习演奏。可分组交换练习，每两人为
一组作乐器交换。



音乐鉴赏莫扎特传篇二

（一）聆听《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和《海岛冰轮初转
腾》，感受梅兰芳大师崇高的人格魅力和他精湛的表演艺术
风采，体验、比较、南梆子和四平调两种唱腔音乐在表现人
物情绪和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不同风格及特点。

（二）了解京剧发展的历史，感受中国国粹—京剧艺术的博
大精深，认识和了解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及他为中国戏剧事
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跟录音或在教师的指导下，学唱《海岛冰轮初转腾》
选段的片断，实践体验京剧唱腔独特的韵味。

重点：欣赏京剧唱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海岛冰
轮初转腾》，并在学唱中体验感受京剧国粹的音乐风格，了
解京剧的发展历史和梅兰芳大师的艺术成就。

难点：把握京剧唱腔的韵味，理解京剧这种综合性表演艺术
的特点。

（一）欣赏一段由四大名旦表演的录像片段进行导入。

（二）简介京剧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三）介绍梅兰芳的艺术成就。

（四）欣赏由梅兰芳演唱的京剧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
稳》、《海岛冰轮初转腾》。

1、欣赏作品。

2、简介作品的剧情。



3、介绍南梆子及四平调的特点。

4、学唱《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海岛冰轮初转腾》这
两首作品。

（五）欣赏李玉刚和梅兰芳在表演上的不同风格。说说你对
两个唱段的音乐情绪的感受与理解，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人
物形象。

（一）教材资源：教材配套课件中第四单元第八节中的全部
资源与第九节中《京剧的行当》部分资源。

（二）录像资源：四大名旦的表演录像片段，梅兰芳表演的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海岛冰轮初转腾》录像片段，
李玉刚的录像片段。

（三）教师资源，教师范唱并指导学生学唱。

（四）学生资源，发挥喜爱京剧艺术学生的特长，在课上充
分展示其才华。

（五）网络资源，查找相关资料。

（一）以聆听、学唱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引导学生在亲身感
受体验中，学习了解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从而激发学生对
中国京剧国粹的兴趣和情感。

（二）辅助视频资料的播放，在视觉感官上引导学生理解京
剧的综合表演艺术的特征，使审美情感得到升华。

（三）引导、提示学生课外到剧院欣赏京剧艺术，身临其境
感受其京剧舞台艺术的独特的魅力。

（一）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查阅京剧常识和相关知识，做
成答题卡片，在课上进行竞赛抢答活动，在交流活动中检测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情况。

（二）课上学唱的片断，进行分组、或个体、资源组合的听
唱检测。

（三）写一篇学习京剧艺术的体会，发表自己京剧艺术的认
识与看法。

音乐鉴赏莫扎特传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几部经典歌剧和舞剧的对比欣赏，让学生了解歌剧是
一门融诸多因素于一体的却又相互有别的综合艺术形式，激
发他们认识传统歌剧的兴趣和欣赏经典歌剧的能力，启发学
生从审美角度认识歌剧的时代价值。

2、通过歌剧选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和《这一仗打
得真漂亮》聆听，感受体验其音乐情绪，知道歌剧音乐在歌
剧中的作用;了解我国新歌剧的基本特征。

教学内容：

1、《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选自歌剧《小二黑结婚》

2、《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选自歌剧《洪湖赤卫队》

教学重点：

1、让学生了解歌剧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

2、重点介绍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曲，熟悉部分唱段。

教学难点：让学生积极参与、体验、理解歌剧音乐。



教学教具：钢琴、音乐影视资料、歌曲乐谱及画纸等。

教学过程： 组织上课。

一、设问导入。(5分钟)

分别播放舞剧《天鹅湖》、歌剧唱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
的天》第一段、音乐剧《猫》和话剧《雷雨》录像片段。

师：哪一首是歌剧?

生：《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师：你们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生：歌剧是以唱为主。

师：你们说的很对，那么这节课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来了解
我国的歌剧艺术，感受我国歌剧的艺术魅力。

板书课题：中国歌剧艺术

二、感知与认识。(31分钟)

1、 播放《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第二段录像片段。

师：你能看出这段录像里包含哪些艺术种类吗?

生：音乐、文学、戏剧、美术等等

(歌剧构成的要素囊括了当今世界上现存的绝大多数艺术品
种——文学、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综合艺术形
式)

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歌剧唱段，就综合形式和综



合方法作进一步来了解。

2、 欣赏《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第三段录像片段。

师：这段选段里有没有对白?

生：没有。

师：在歌剧这一综合艺术中，各类艺术是否平分秋色?

生：不，音乐占主导地位。

师：在这首歌曲里，音乐中除了歌唱外，还有什么?

生：器乐音乐。

师：歌剧里，声乐和器乐是否平分秋色?

生：歌唱最为重要。

师：歌唱在歌剧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生：表现作品、推动戏剧发展。

师：通过刚才聆听，你认为歌剧在演唱上具有怎样的风格/

生：民族唱法或者美声唱法。

师：这首歌曲里有没有舞蹈?

生：没有。

(可见，舞蹈并不是必要的，即便有，也是一种色彩性、过度
性的)



师：歌剧的舞台美术给你的印象如何?

生：感觉好美、好真实等等

(歌剧里的舞台装置、布景、灯光、服饰、道具等追求写实风
格及历史文化依据的可靠性、真实性)

师归纳：歌剧的综合建立在主次分明，严密有序的基础上，
音乐在歌剧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3、 学生随录音演唱《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第三段，
感受音乐情绪。

师：这首歌曲具有怎样的风格?

(学生根据课本上p223材料回答：具有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

引出：我国歌剧创作过程及特点。

教师介绍我国新歌剧简况。

2、 特征：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创造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性
格唱腔，继承民族音乐传统和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既
有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1、 学生阅读课本中p225材料，结合播放歌剧《洪湖赤卫队》
录像片段，了解歌剧情景。

2、 播放《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录音。

问题：1、这首歌曲演唱形式是怎样的?(有领唱、合唱、齐
唱)

(可见，歌剧中的声乐演唱形式很多，有独唱、合唱、重唱、



某些段落还有接近说白的朗诵)

3、 歌曲具有怎样的风格特征?(浓郁的湖北地方特征)

(音乐主要吸取了湖北地方民间音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乡
土气息和个性化的音乐形象)

4、 你听了这首歌曲，你的心情怎样?你想到了什么?(学生谈
感受)

师归纳：歌曲的情绪风趣、幽默、活泼、开朗，演唱坚定有
力，表现了赤卫队员们乐观、开朗的革命精神风貌。音乐朴
素开朗、激昂坚定、将主人公韩英、刘闯革命的坚定意志表
现得淋漓尽致。

5、 生演唱第二段领唱、齐唱部分。(把学生分成两组，以一
领众合的形式演唱)再次体验战士们取胜的喜悦心情和乐观开
朗的精神面貌。

三、拓展与创造(8分钟)

生：《洪湖水浪打浪》、《小曲好唱口难开》等。

师：下面就请你们用各自喜欢的表达方式来演绎这首《洪湖
水浪打浪》，好吗?(提供歌谱)

学生根据自己的喜欢分成四组：

a、舞蹈组同学随音乐即兴起舞。

b、部分学生随音乐模仿划船动作。

c、《洪湖水浪打浪》部分学生随音乐有表情地演唱歌曲。



d、《洪湖水浪打浪》部分学生用绘画的形式把歌曲中表现的景
色画出来。

(教师巡回指导，对学生的表现要求学生自评，师生互评)

课堂小结：(1分钟)

今天我们学习了中国歌剧艺术，让我们了解、感受了我国歌
剧艺术的魅力;通过两部经典歌剧唱段的欣赏，体验、了解了
歌剧中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歌剧音乐在歌剧中所起的作用;更
让我们知道了我国新歌剧创作特征：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
创造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性格唱腔，继承民族音乐传统和借鉴
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既有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
征。今天，我们走近了歌剧，让我们真正地感受了我国歌剧
的艺术魅力，所以，我们要热爱我国的民族音乐，热爱歌剧
艺术。

教学构想：

对于欣赏歌剧，学生的心理难免存在一种畏难情绪：歌剧是
一门可望不可及的艺术，太古典也太深奥，并且学生平时接
触歌剧也不多。因此用歌剧、舞剧、话剧、音乐剧作为选择
来导入，意在打破这种心理定势，让学生在较为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通过易于把握的对比欣赏由浅入深地进入到歌剧
的艺术领域。在大量浏览、设问、演唱和重点欣赏相结合的
基础上设计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特点，共同演绎歌曲《洪
湖水浪打浪》的环节，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展示了学生的才
能，又是对歌剧艺术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升华，极大地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及对歌剧艺术的热爱，同时也提高了学生
表现和倾听的能力。

音乐鉴赏莫扎特传篇四

（一）聆听《雄心壮志冲云天》、《家住安源》唱段，了解



唱段内容，感受体验现代戏曲音乐的表现力，理解角色的思
想感情，享受表演唱段的乐趣。

（二）了解京剧音乐的声腔、板式、伴奏、行当以及现代京
剧基本知识。

二、重点与难点

重点：聆听《雄心壮志冲云天》及《家住安源》，感受、体
验其变化着的音乐情绪，掌握一些有关声腔、板式、伴奏、
行当及现代京剧的知识。难点：理解声腔（以西皮、二黄为
主）、板式、伴奏，在戏曲情感、情绪渲染表现中各自独立
而又相互帮衬的重要作用。

三、教学内容安排

（一）唱段初次欣赏；引领学生思考教师课前已准备的试题
板所示思考题目（题目的拟定主要围绕学习目标和知识重点
中的内容，难易依据学生实际情况和能力水平而定）。

（二）二次欣赏唱段中重点部分节选，引领学生边听边依据
题板、记录作答。

1、再次欣赏：学生间的交流，教师针对某些学生中还不清楚
的知识点，进行讲解、总结、归纳后再次欣赏。

2、分组展示学生艺术实践活动：从完整唱段中根据声腔及板
式的特点，有目的挑选简单的局部唱段让学生分组进行唱段
模仿、板式节奏敲击体验。

四、教学资源建议

（一）学生资源（二）多媒体资源（三）网络资源

五、教学方法与学习指导策略建议



（一）知识的学习，采用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预习式学习方法，
每个人搜集的资料互相交流，共享。同时在音乐实践活动中
顺带讲解有关音乐知识。

（二）重要唱段的了解、掌握，采用针对性多次重复听赏、
听辨法以及模唱唱段来获得在感受体验中的音乐理解。

六、教学过程

七、教学评价建议

（一）能基本掌握中国戏曲的声腔、板式、伴奏、行当等以
及现代京剧基本知识，能在课堂上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

（二）能与他人或小组间进行合作，唱上一小段现代京戏唱
段并能进行表演设计。

音乐鉴赏莫扎特传篇五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聆听、感受、体验歌曲的基础上，了
解通俗音乐的基本特征，并在健康向上的审美标准认识通俗
音乐的社会价值。

2、知识与技能：聆听《懂你》及《好汉歌》，感受、体会歌
曲的音乐情绪，再结合身边熟悉的或感兴趣的流行歌，分析
流行与经典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其题材、
体裁及音乐风格。

3、过程和方法：通过小组合作进行讨论、分析、整合、总结，
学习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小组的讨论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
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聆听《懂你》及《好汉歌》，两首通俗歌曲，了解通俗音乐
的特点，能够围绕怎样的流行音乐是具有社会价值的观点畅
所欲言。

教学难点：

分析、整理、归纳各种观点，对如何正确对待流行现象形成
一定的认识能力。提高对通俗音乐的鉴别能力，加强对通俗
音乐的了解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课

1、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和欣赏通俗音
乐的第一课，在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安静应该是必须
的一种条件，试想，在嘈杂的环境中有可能进行音乐创作或
者音乐欣赏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请同学们配合我，让我
们共同创造良好的课堂环境，为我们成功的进入音乐的美妙
世界创造前提条件。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展示流行

1、首先老师要播放几首大家喜爱的流行歌曲片段(如吴克群的
《为你写诗》、周杰伦的《夜曲》、小沈阳的《我叫小沈
阳》)听完后大家猜猜歌名及歌手。

2、接下来老师要求每组派一名小歌手为全班清唱自己最拿手
的流行歌曲。

教师：同学们唱的都很好，也很投入，相信今天在班里会刮
起一阵猛烈的流行风，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两首



流行歌曲。(知识补充：通俗音乐也称流行音乐或大众音乐。
一般指结构短小、轻松活泼、通俗易懂的声乐或器乐作品。)

3、歌曲《懂你》是一首关爱母亲、歌颂母亲的歌。歌曲以一
种凄楚的韵味，真挚地表达出对母亲的美好情感。乔羽：作
词 谷建芬：作曲。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对母亲的真挚美好情
感来欣赏这首歌曲。

4、歌曲《好汉歌》1988年春节期间，电视剧《水浒传》中央
电视台首映，很快该剧的主题歌《好汉歌》传遍大江南北。
正因为该歌曲以纯朴、豪放的风格吻合梁山诸多好汉的性格。
再加上歌曲曲调取材于山东、河南一带的民歌，使音乐有浓
郁的地方韵味。让我们大脑带着水浒传里的片段来欣赏这一
歌曲，身临其境地享受《好汉歌》中的阳刚之气。

二、自主学习，综合探究——畅谈流行

学生：…………

教师：(经典与流行，有时还能完美的结合。同学们喜欢王菲
么?知道苏轼么?请欣赏《明月几时有》。)

伴随大屏幕的《明月几时有》的旋律，师生一起歌唱，把课
堂推向高潮。

三、整合知识——感悟流行

教师：欣赏完流行音乐的环节过后，我们要来感悟流行乐。
这个任务就交给在座的每位聪明的同学们。“各抒己见——
我看流行”目的是让同学们感悟流行对自身的影响，并能正
视自己的追逐潮流。(要求学生能结合自己喜欢的流行乐经行
剖析，发现其中自身的不足，并能简明扼要。)

学生：…………



教师：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相信经过这阵流行风，刮向每
一位正视流行音乐的同学们，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感悟。

四、总结

今天的课堂刮起一阵流行风，相信大家对流行音乐也有了或
多或少的了解，潜意识中也能够有一种健康向上的审美标准
来认识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大都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
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只有经过不断实践的检验，才
能产生更多优美、高尚、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