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篇一

整堂课在实际授课后，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逐步
深入了解作品，通过4次完整的欣赏作品，学生听辨出了乐曲
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的速度与情绪。并了解了作曲家的生
平及创作《牧童短笛》的创作背景。在拓展部分，教师结合
笛子这一民族乐器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了笛子的起源发展
以及演奏技巧，通过视频的欣赏让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

存在不足的有：在体验欣赏作品时，学生自主欣赏体验的太
少，教师说的太多，在今后的欣赏教学中应设计的更为合理，
启发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再多一些。

教师在挖掘作品深度可以再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再挖掘的深一
点，让学生再吃的饱一些。上好这节课后，让我一直思考着
一个问题，欣赏课究竟应该如何合理的设计教学活动环节，
如何能做到环环相扣，让学生自主体验自主学习发现？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将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不断的摸索，实践
中寻找答案。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篇二

整堂在实际授后，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逐步深入
了解作品，通过4次完整的欣赏作品，学生听辨出了乐曲分为
三部分，每一部分的速度与情绪。并了解了作曲家的生平及
创作《牧童短笛》的创作背景。在拓展部分，教师结合笛子



这一民族乐器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了笛子的起发展以及演
奏技巧，通过视频的欣赏让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

存在不足的有：在体验欣赏作品时，学生自主欣赏体验的太
少，教师说的太多，在今后的欣赏教学中应设计的更为合理，
启发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再多一些。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篇三

整堂在实际授后，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逐步深入
了解作品，通过4次完整的欣赏作品，学生听辨出了乐曲分为
三部分，每一部分的速度与情绪。并了解了作曲家的生平及
创作《牧童短笛》的创作背景。在拓展部分，教师结合笛子
这一民族乐器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了笛子的起发展以及演
奏技巧，通过视频的欣赏让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

存在不足的有：在体验欣赏作品时，学生自主欣赏体验的太
少，教师说的太多，在今后的欣赏教学中应设计的更为合理，
启发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再多一些。

教师在挖掘作品深度可以再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再挖掘的深一
点，让学生再吃的饱一些。上好这节后，让我一直思考着一
个问题，欣赏究竟应该如何合理的设计教学活动环节，如何
能做到环环相扣，让学生自主体验自主学习发现？在今后的
教学中，我将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不断的摸索，实践中寻
找答案。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篇四

音乐欣赏课是大多数学生不愿意上的一节课，在他们的眼里
觉得枯燥乏味。有的同学说：“课上光听音乐能听出什么呀，
没劲！”所以导致学生在欣赏课上出现了精神不集中，积极
性调动不起来的情况，一直是比较难上的课型。怎样使这样
的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上，也是我想研究这节课的宗



旨。

《牧童短笛》：第一段是4/4拍，徵调式，由六个乐句组成。
其以对比式二声部的复调的形式使两个声部的旋律此起彼伏，
相互映衬。旋律优美淳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使我们仿
佛看到了骑在牛背上悠然吹起笛子的牧童，闻到了乡野泥土
的沁人芳香。第二段为2/4拍，宫调式。快速欢快的旋律、活
泼的节奏以及跳跃式的和声节奏型的伴奏是这段音乐与第一
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描绘出牧童欢悦、嬉戏的情景。乐曲
的第三段采用了我国民间“加花变奏”的手法，再现了第一
段的主题，是旋律显得格外流畅，情调更为清新。

这堂课的内容对刚踏上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在本课教学中主要设计了一个环节：利用多媒体课件
在乐曲的背景、加花、练习中，以颜色、形态、进场次序的
变化来引导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结合教学内容我创设了：听、看、比、论、感等多种学习形
式，以增强本课的学习效果。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觉得给学生创设教学情景，让他们在
实际的感受中体验新知识、接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课堂
的教学效果就会比较好。

牧童短笛教案大班篇五

《牧童短笛》是苏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教学内容，
这是一首带有山歌风味的叙事童谣。歌词采用问答的形式，
抒发了孩们的热爱光明的真挚情感。整节课，我注重了学习
过程，引导孩子们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学习音乐，感受音乐
和表现音乐。本课我制定的学习目标是，学生能够用自然的
声音，活泼愉快的情绪演唱歌曲，为了能很好的完成我的教
学目标，我设计了以下几个环节。



本首歌的歌词非常有特色，词句简单，山下两句一问一答的
结构，于是，在按节奏朗读歌词和演唱歌曲时，我都会让学
生进行一问一答，师生或者是生生朗读和演唱，既不会让学
生觉得枯燥，又提高了积极性。

本首歌共有4个短句，有3个乐句的歌词都是“那斯那斯啊”，
并因他们的节奏都相同，为了让学生唱好这三个乐句并且不
混淆，我和学生进行了接口唱，在聆听歌曲时，我引导学生
边听边关注老师的手势，让学生明白手的高低就代表音的高
低，再根据老师的的手势和演唱进行师生接口唱。

歌词创编环节是我比较满意的，这一环节有效的激发了学生
的.想象力，在老师图片的提示下做歌词的改编，首先通过视
觉效果引起学生的好奇感，在通过填词，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用创编歌词来演唱有效的增加了学生的'自信心。

在实际教学中，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如语言和提问的方式
上仍有很大的欠缺，问题范围过广泛，问题方式过深。可能
是我考虑问题不够周详，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照成
的。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多站在学生的立场和换角度考虑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