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 让我
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通用16篇)

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
如何在一分钟内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正在纠结
如何写一份出色的总结，不妨看看以下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
些一分钟总结范文。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一

知识 ：学会11个生字（含1个多音字），会用“愉快”写一
句话；了解课文内容。

能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能抄写自己喜欢的词
语。

思品：感受诗歌描绘的美丽景色，体会少先队员的快乐心情。

有语气地朗读诗歌，正确熟练地识字、写字。

朗读课文，体会诗句的内容。指导用“愉快”一句话。

有关乔羽的作品。

投影 生字卡片

教学要求：有感情朗读课文，感受诗歌描绘的美丽景色和欢
快的情景，体会少先队员的快乐心情。

一、激情引入，导入新课（5`）

1、 你们去过北海公园吗？哪里都有什么？



2、 你们划过船吗？划着小船漂荡在水中感觉怎样？

3、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诗歌中，
感受那美好的情怀。

二、初读整体感知，了解内容（10`）

1、请大家借助拼音朋友读课文，要读准字音。

2、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听，并练习读诗歌，做到正确、流利。

3、默读课文，你有不懂的问题吗？

4、学生质疑。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句子。

三、指导朗读，练习背诵（22`）

1、轻声读第1自然段，边读边想象诗中描写的画面。

2、闭眼想象读。（练读——指读——齐读）

3、你能就像刚才那样读读后两个小节吗？（练读—互读—指
读—对读）

第2小节：

水中鱼儿会“望着”、会“悄悄地听”吗？作者为什么要这
样写呢？感受到了什么？

第3小节：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4、 连起来读，把你想象到的读出来。

5、 练习背诵。



四、小结（3`）：

播放《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支歌，让学生边听歌曲边跟着唱。

你们知道这么美的诗歌是谁写的吗？（介绍乔羽）

五、作业：朗读课文，练习背诵。

教学要求 学会8个生字，会用“愉快”写一句话；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默写其中的一节。

一、复习检查（5`）

1、 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读一读。

2、 复习熟字：央 劲 木 隹

二、指导学习生字（25`）

1、 看卡片读生字，注意读准字音。

2、 你用什么方法记住字形呢？看范字自学两人互学。

3、 汇报交流 （随时引导学生组词、说句）随时点拨指导

4、找出易错的字：荡 愉 推

5、你认为那些难写：荡 桨 愉

6、看范字先描红再练习仿写（在写字的过程中注意做姿和执
笔方法）

三、课后练习指导 （8`）

1、 背诵课文，选择1小节默写。



2、 用“愉快”写一句话

3、 读课文中带“愉快”这个词语。

4、 口头造句，然后写下来。

四、小结：你又学会了哪些新字生词？（2`）

五、布置作业：练写生字新词。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二

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
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一般
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步骤与时间分
配等环节。下面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设计，请参考！

一.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并练习说话。

4理解诗歌内容，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的思想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诗歌内容,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
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情感,并练习说话。

三.教学准备



歌曲磁带.生字卡片.

四.教学时间

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理解诗歌
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到公园或郊外去玩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一课，就是描写的北京小朋友在北海公园荡舟游玩的情形。

2板书课题：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生字：荡、桨

荡：（指名拼读生字，要求读准后鼻音dang）

桨：（提醒读准三拼音节jiang）

荡起双桨：划船时同时划动两条桨拍击水面。

二.读课文



1．播放课文录音。

2．借助汉语拼音自学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全文。

（2）卡片正音。

推开

波浪

环绕

红墙

凉爽

洒

悄悄地

功课

（提醒学生读准这几个字：浪

lang

边音；爽

shuang

翘舌音；洒



sa

平舌音）

三、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小节。

（1）指名读课文。

这一段共有几句话？

（2）理解诗句意思。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业，表示什么意
思？（开头点题，表示“我们”正在划船）

“推开”本来是人的动作，课文写船儿推开是什么意思？
（课文这样写既表明船儿慢慢地行进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体
现了文中小朋友轻轻荡舟的欢快情趣。）

第一、二行写出了怎样的情景？（第一、二行写了一个晴朗
的早晨，小朋友们在北海公园平静的水面上荡舟游玩的欢快
情景）

他们在水面上荡舟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四行）

“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两句
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哪些色彩？（这
两句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湖面、塔、树、墙，这些景物有的
白，有的绿，有的红）

“四周”是什么地方的四周？为什么用“环绕”？（四周是
湖面的周围，因为绿树红墙在湖面的周围，所以用“环绕”）



对照图画，读读诗句，说说自己的感受。（引导学生体会所
见景物的美丽）

（3）指名读第五、第六行。

正当小朋友们欣赏美景之时，小船有是怎样的状态呢？（小
船儿轻轻飘荡）

指名边用手势演示，边比较“轻轻飘荡”与上文的“推开波
浪”有什么不同？（“推开波浪”表明小朋友们在划桨，小
船儿在行进；“轻轻飘荡”表明小朋友们停止划桨，任小船
儿在水面上慢慢飘动）

小朋友们为什么停止划桨呢？（因为小朋友们被湖面的美景
迷住了）

（4）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在悠闲自在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语气来读这一段？（轻声和赞美的语气）

指名读，集体读。

（5）小结并板书：倒映

环绕

（欣赏）

2．

细读第二小节。

（1）指名读第二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这两行中的“红领
巾”指什么？（“红领巾”指少先队员，因为它是少先队员
的标志）

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什么？（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
中国共产党）

“红领巾迎着太阳”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少先队员心向着
共产党）

“阳光洒在海面上”仅仅是洒在海面上吗？（也洒在少先队
员身上）

“阳光洒在海面上”，洒在少先队员身上是什么感觉？（洒
在海面上，一片光亮，洒在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感觉到温暖）

诗中“太阳”比喻中国共产党，体会一下这一句又表达了一
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正
哺育少先队员茁壮成长。）

“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悄悄的听我们愉快唱歌。”鱼儿真
的在望着小朋友，听他们唱歌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鱼儿不会真的望着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他们感到在中
国共产党的哺育下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就觉得鱼儿都在羡
慕他们）

（3）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心情怎样？（高兴，自豪）

我们应该怎样读？（应该以欢快的语调，读出自豪的感情）

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结板书：迎

洒

望

听

（唱歌）

3．

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
怎样的欢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
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
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
暖，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
的“谁”指什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

谁安排

（感激）

三、作业设计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

3.组词

荡

浆()

推()

浪()

汤()

桨()

堆()



狼()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继续理解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教学过程：

一、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
怎样的欢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
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
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
暖，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
的“谁”指什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

谁安排

（感激）

二、总结课文

1．课文中三小节末尾两行内容都相同，他们反复出现起什么
作用呢？（表明小朋友们陶醉在欢快愉悦之中，他们忘记了
划桨，任小船飘荡，只感到一阵阵凉风拂面）

2．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想想诗歌描绘的情景，说说课文中三个小节内容表达了小
朋友们怎样的思想感情。

相关板书：

自然

热爱

党

祖国

三、教学生字字形，指导书写



1、找出课文中左右结构的字。

板书：推

浪

塔

墙

洒

悄

环

指名说说怎样记住这些字形。

（主要引导学生用熟字记生字）

如：

“谁”记“推”

“狼”记“浪”

“消”记“悄”

“西”记“洒”

“不”记“环”

“塔”和“墙”，指导分析字形结构。

（注意“墙”的笔顺）



2、指导书写。

“荡、桨、墙”要写得紧凑。

“爽”要居中写。

3、学生练习描红。

四、课堂练习

1、读一读，再抄写。

推开

波浪

轻轻

飘荡

尽情

倒映

伙伴

悄悄

环绕

凉爽

2、加偏旁组词（小黑板）

（）（）（）主良（）（）



（）（）（）（）（）（）

肖

果

（）（）（）（）

3、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

美丽的（）

愉快的（）

凉爽的（）

尽情的（）

教学后记：

学生在写字时，常把“桨”、“爽”写错，要注意强调和指
正。这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歌，学生朗读时很有感情，在引导
学生体会这篇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时，他们觉得幸福生活
是爸爸妈妈给的，对党、社会主义的理解，虽然我在课中渗
透了一下，但学生的理解还比较浅显。我想没有必要一定要
求学生理解到这么深入，现在他们爱父母、爱身边的人、爱
生活，就是充满朝气、充满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定会爱
祖国。

板书设计

让我们荡起双桨

欣赏美景



歌唱共产党

感激祖国

综合练习

一、选字填空

1．应映

（）照答（）放（）倒（）

2．飘漂

（）浮（）扬（）荡（）泊

二、词语搭配

美丽的风

愉快地飘荡

鲜艳的白塔

轻轻地欢乐

凉爽的红领巾

尽情地歌唱

三、修改病句

1、今天早晨下了一天的雨。

2、小华加入了少先队员。



3、我们热烈欢迎新同学。

4、这是高大的一棵树。

四、乱句成段

（）开始，小花苞穿着绿色的衣服。

（）又过了几天，花瓣盛开了，在阳光下向我们张开了笑脸。

（）几天后，小花苞顶破了外衣，长出几片花瓣来、

（）月季花开满花坛，有粉红的，有暗红的，有桃红的，还
有白色的和黄色的。他们争奇斗艳，互相比美。

五、填空

1．“红领巾迎着太阳”一句中的“红领巾”
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一句中的“谁”是
指_____________________。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三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欢快优美的旋律，
清新生动的歌词，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让我们荡起双桨》共有三小节。第一小节描写了少年儿童
泛舟北海欣赏美丽宜人自然风光，美丽的白塔，清澈的湖水，
第二小节抒发少年儿童荡舟北海的喜悦心情。置身这景色迷
人的北海公园，“我们愉快歌唱”，尽情欢乐，引来水中的
鱼儿望着我们游玩，听我们歌唱。第三小节则表达了尽情欢
快的'少先队员对当合祖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在教学时，学生通过整体感知，体会出孩子们愉快的心情。



于是我问：你们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呢？引导
学生观察图画，学生们就马上发现：在北海划船，看见白的
塔，绿的树，红的墙，蓝的海，真美！孩子们都陶醉了。我
又问：水中的鱼儿为什么会望着我们泛舟，听我们歌唱？通
过读书，学生知道了这是孩子们节鱼儿的自由自在、欢快来
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对学生来说，是难点。回答各
种各样：有爸爸妈妈，有老师，有同学……可是没有人说是
党和国家。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党和国家对于他们来讲还很抽象，他们感受最真切的是父母、
老师、同学，亲朋好友的爱。于是我让他们回忆自己看过的
电视、电影中的王二小、张嘎、潘冬子，再说说现在优越的
学习环境：宽敞明亮的教室，崭新的课桌椅，一本本的免费
课本……这时候学生们明白了，是党和国家给我们安排了幸
福的生活，当然，也有爸爸妈妈。这时学生胸中涌起了对生
活的热爱，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激之情，朗读诗句的时候，就
声情并茂。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四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理解诗歌内容，想象
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到公园或郊外去玩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一课，就是描写的北京小朋友在北海公园荡舟游玩的情形。

2、板书课题：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生字：荡、桨

荡：（指名拼读生字，要求读准后鼻音dang）

桨：（提醒读准三拼音节jiang）

荡起双桨：划船时同时划动两条桨拍击水面。

二、读课文

1、播放课文录音。

2、借助汉语拼音自学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全文。

（2）卡片正音。

推开波浪环绕红墙

凉爽洒　悄悄地　功课

（提醒学生读准这几个字：浪　lang　边音；爽　shuang　翘舌
音；洒　sa　平舌音）

三、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小节。

（1）指名读课文。

这一段共有几句话？



（2）理解诗句意思。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业，表示什么意
思？（开头点题，表示“我们”正在划船）

“推开”本来是人的动作，课文写船儿推开是什么意思？
（课文这样写既表明船儿慢慢地行进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体
现了文中小朋友轻轻荡舟的欢快情趣。）

第一、二行写出了怎样的情景？（第一、二行写了一个晴朗
的早晨，小朋友们在北海公园平静的水面上荡舟游玩的欢快
情景）

他们在水面上荡舟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四行）

“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两句
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哪些色彩？（这
两句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湖面、塔、树、墙，这些景物有的
白，有的绿，有的红）

“四周”是什么地方的四周？为什么用“环绕”？（四周是
湖面的周围，因为绿树红墙在湖面的周围，所以用“环绕”）

对照图画，读读诗句，说说自己的感受。（引导学生体会所
见景物的美丽）

（3）指名读第五、第六行。

正当小朋友们欣赏美景之时，小船有是怎样的状态呢？（小
船儿轻轻飘荡）

指名边用手势演示，边比较“轻轻飘荡”与上文的“推开波
浪”有什么不同？（“推开波浪”表明小朋友们在划桨，小
船儿在行进；“轻轻飘荡”表明小朋友们停止划桨，任小船



儿在水面上慢慢飘动）

小朋友们为什么停止划桨呢？（因为小朋友们被湖面的美景
迷住了）

（4）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在悠闲自在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语气来读这一段？（轻声和赞美的语气）

指名读，集体读。

（5）小结并板书：倒映环绕（欣赏）

2、　细读第二小节。

（1）指名读第二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这两行中的“红领
巾”指什么？（“红领巾”指少先队员，因为它是少先队员
的标志）

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什么？（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
中国共产党）

“红领巾迎着太阳”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少先队员心向着
共产党）

“阳光洒在海面上”仅仅是洒在海面上吗？（也洒在少先队
员身上）

“阳光洒在海面上”，洒在少先队员身上是什么感觉？（洒
在海面上，一片光亮，洒在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感觉到温暖）



诗中“太阳”比喻中国共产党，体会一下这一句又表达了一
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正
哺育少先队员茁壮成长。）

“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悄悄的听我们愉快唱歌。”鱼儿真
的在望着小朋友，听他们唱歌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鱼儿不会真的望着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他们感到在中
国共产党的哺育下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就觉得鱼儿都在羡
慕他们）

（3）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心情怎样？（高兴，自豪）

我们应该怎样读？（应该以欢快的语调，读出自豪的感情）

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结板书：迎洒望听（唱歌）

3、　细读第三小节。

（1）齐读第三小节。

（2）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
怎样的欢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
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
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
暖，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这里



的“谁”指什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3）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述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4）小节并板书：问谁安排（感激）

三、作业设计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

3、组词

荡（)浆（）推（）浪(）

汤（)桨（）堆（）狼(）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五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这首歌，无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爱唱！



――因为它含义深刻，唱出了人生哲理；

――因为它形象生动，给人以鼓舞与力量。

人有两只手，鸟有两只翅膀。生命之舟，航行在生活的海洋
上，必须有两只桨。我们的两只桨，是由特殊的材料构成的：
一只是知识，它是我们向前的动力；一只是理想，它是我们
航行的方向。

我们划动这两只桨，小船就像箭一样，穿波峰越浪谷，驶向
胜利的彼岸，领略人生无限壮美的风光！

怎奈，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海面，也有令人痛心的画面。

有的人，手中根本就没有桨，两手空空，无能为力，他们只
能闭上眼睛躲进船舱，自我安慰：漂吧，漂吧，或许能漂到
彼岸……结果，小船不是搁浅、触礁，就是被大海埋葬！

法国雨果曾经说过：“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线，
失去了路线，只好停止前进了。生活既然没有目的，精力也
就枯竭了。”其实，理想是在心灵深处积累着的巨大的拼搏
力量，它似雨露滋润着你的精神。一个人的精神力量究竟有
多大，自己未必清楚。然而，从不敢向自己发出挑战的人，
成功永远不属于他！人生真正的胜利在于不断追求理想，并
且在探索极限的刺激中不断地超越自己！

既然“理想之桨”已经拿起，下一步就要去拿“知识之桨”。
高尔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
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是的，要想使自己成为胜利者，
必须有强大的知识力量，这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年轻的朋友们，人生之舟已经启航，快，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六

通过教学，我感到这堂课既有收获，也有不足。在重视诗歌
朗读的同时，对字词教学有些忽视，尤其是关键词语的理解
不够重视。诗歌中字词深奥，学生不容易理解，教师又不能
采用以词解词这种简单的方法。因此，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如
何将深奥的词语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让教学更完美。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七

这节课是选自上海音乐出版社五年级第二学期第五单元，主
要教学内容是欣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让我们荡起
双桨》是一首优秀的二声部童声合唱歌曲，歌曲曲调优美抒
情，娓婉动听，富有诗情画意，形象地描绘了孩子们划着双
桨、轻舟前驶的情景。

本课的教学内容围绕着主题——成长的收获开展，有主题诗
的学习作为课堂导入部分，即复习了过去所学与主题的相关
歌曲，还欣赏了童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容量丰
富、多样，既符合学生的兴趣取向，又拓宽了学生的音乐视
野。以体现音乐学科的综合性特征，在开放的学习氛围中学
习是整堂课的设计的指导思想。

本堂课，我们牢牢抓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作品本身的
音乐特性，比如音乐的情绪感受，演唱形式的辨别，合唱部
分的学唱，音乐背景，词曲作者的介绍等音乐活动，所有的
都不离开音乐的本体。当然这些内容是必须建立在学生自己
的`亲身去实践去感受中进行的。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开放的活
动让学生自己去参与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感受，自己去学习。
如，在分段聆听中，设计了听辩游戏，让学生熟悉低声部旋
律，有利的帮助学生学习低声部旋律，在听辩游戏中进一步
体会了合唱的含义。同时，学生在充分感受这首作品的音乐
特征的同时，也通过学生的演唱再现了歌曲优美抒情，娓婉
动听，富有诗情画意的曲调，。



这堂课结束时，教师布置了回家作业了解一些经典的合唱老
作品，在收集过程中学生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可以鼓励学
生将收集的作品不仅可以介绍给同学，也可以介绍给家人，
共同学习，提高艺术修养。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八

１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２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３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并练习说话。

４理解诗歌内容，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的思想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诗歌内容,能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
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情感,并练习说话。

三.教学准备歌曲磁带.生字卡片.

四.教学时间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理解诗歌
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１.谈话

同学们，你们喜欢到公园或郊外去玩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一课，就是描写的北京小朋友在北海公园荡舟游玩的情形。

２板书课题：让我们荡起双桨

教学生字：荡、桨

荡：（指名拼读生字，要求读准后鼻音dang）

桨：（提醒读准三拼音节jiang）

荡起双桨：划船时同时划动两条桨拍击水面。

二.读课文

１．播放课文录音。

２．借助汉语拼音自学课文。

３．检查自学情况。

（１）指名读全文。

（２）卡片正音。

推开波浪环绕红墙

凉爽洒悄悄地功课

（提醒学生读准这几个字：浪lang边音；爽shuang翘舌音；
洒sa平舌音）



三、细读课文

１．细读第一小节。

（１）指名读课文。

这一段共有几句话？

（２）理解诗句意思。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业，表示什么意
思？（开头点题，表示“我们”正在划船）

“推开”原本是人的动作，课文写船儿推开是什么意思？
（课文这样写既标明船儿慢慢地行进在平静的水面上，又体
现了文中小朋友轻轻荡舟的欢快情趣。）

第一、二行写出了怎样的情景？（第一、二行写了一个晴朗
的早晨，小朋友们在北海公园平静的水面上荡舟游玩的欢快
情景）

他们在水面上荡舟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四行）

“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两句
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哪些色彩？（这
两句话描写了北海公园的湖面、塔、树、墙，这些景物有的
白，有的绿，有的红）

“四周”是什么地方的四周？为什么用“环绕”？（四周是
湖面的周围，因为绿树红墙在湖面的周围，所以用“环绕”）

对照图画，读读诗句，说说自身的感受。（引导学生体会所
见景物的美丽）

（３）指名读第五、第六行。



正当小朋友们欣赏美景之时，小船有是怎样的状态呢？（小
船儿轻轻飘荡）

指名边用手势演示，边比较“轻轻飘荡”与上文的“推开波
浪”有什么不同？（“推开波浪”标明小朋友们在划桨，小
船儿在行进；“轻轻飘荡”标明小朋友们停止划桨，任小船
儿在水面上慢慢飘动）

小朋友们为什么停止划桨呢？（因为小朋友们被湖面的美景
迷住了）

（４）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在悠闲自在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语气来读这一段？（轻声和赞美的语气）

指名读，集体读。

（５）小结并板书：倒映环绕（欣赏）

２．细读第二小节。

（１）指名读第二小节。

（２）理解诗句意思。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这两行中的“红领
巾”指什么？（“红领巾”指少先队员，因为它是少先队员
的标志）

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什么？（人们常用“太阳”来比喻
中国共产党）

“红领巾迎着太阳”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少先队员心向着
共产党）



“阳光洒在海面上”仅仅是洒在海面上吗？（也洒在少先队
员身上）

“阳光洒在海面上”，洒在少先队员身上是什么感觉？（洒
在海面上，一片光亮，洒在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感觉到温暖）

诗中“太阳”比喻中国共产党，体会一下这一句又表达了一
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正
抚育少先队员茁壮生长。）

“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悄悄的听我们愉快唱歌。”鱼儿真
的在望着小朋友，听他们唱歌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鱼儿不会真的望着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他们感到在中
国共产党的抚育下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就觉得鱼儿都在羡
慕他们）

（３）指导朗读。

小朋友们心情怎样？（高兴，自豪）

我们应该怎样读？（应该以欢快的语调，读出自豪的感情）

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４）小结板书：迎洒望听（唱歌）

３．细读第三小节。

（１）齐读第三小节。

（２）理解诗句意思。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尽情欢乐”是
怎样的欢乐？（很尽兴地玩耍观赏，或者说想怎样乐就怎样
乐）



在旧社会小朋友们能不能这样欢乐？为什么？（不能，因为
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小小朋友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
不暖，哪能尽情地欢乐呢）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布置下幸福生活？”这里
的“谁”指什么？（指社会主义国家）

诗中说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给我
们布置下幸福生活？（不是）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伙伴”呢？

（这样明知故问，更能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３）指导朗读。

读第一、二行时要用陈说语气，读出欢快的情感。读第三、
四行时，语调要突然、轻，好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似的，提
醒伙伴注意。“谁”要重读，“幸福生活”语调要上扬。

教师范读，指名试读，自由练读，集体齐读。

（４）小节并板书：问谁布置（感激）

三、作业设计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誊写课文

3.组词

荡()浆()推()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九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你们一
听到这句歌词，就一定会想到《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吧！
喜欢它那欢快的节奏、那些小学生清脆悦耳的歌声，他在我
的心中早已成为“歌曲之王”。

我喜欢《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听这
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

本文是一首伴随几代人成长的经典老歌的'歌词，共有三节。
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和风拂面，水波荡漾，一群活泼可爱的
少先队员在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里尽情欢乐的春
景图。清新明快、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语言特别适合孩子
们反复吟诵，乃至和着优雅的曲调愉快地歌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一

看到这篇课文名字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这首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欢快的歌曲，秋高气爽的时节，
孩子们外出郊游划船，划着双桨、迎着海风、唱呀、说呀，
听着这快乐的旋律，我又仿佛回到了那池塘的水满了，雨也
停了，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的暑假。

提着水桶、拿着网兜、扛着竹竿，伴着《捉泥鳅》我们向小
溪出发。来到小溪边，脱下鞋子、卷起裤腿、挽起袖子、扑
通、扑通，一个个蹦进小河里。铺上网兜、敲着竹竿把蝌蚪
赶进网里，这时，蝌蚪也好似在和我们嬉戏呢，耍着小尾巴，
时而河东，时而河西，游的可欢快了，有时，还引得在赶着
蝌蚪的小朋友们的头碰朋友在一起，“哟!”我们相视一笑、
摸摸自家的脑袋又继续赶蝌蚪了。



太阳快落山了，提起网兜，一个小朋友轻轻捧起兜里的蝌蚪，
大家盯着在手里游来游去的小东西，轻声而争先恐后地说
着“这是眼睛”“这是头”“这是尾巴”等等，然后才爱不
释手地把它放进小桶里。

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路商量着如何饲养捅里可爱的精灵们。

多么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呀，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假期都是快
乐而有意义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读后感]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二

1.阅读课文，感受到新中国少年儿童生活的丰富多彩，幸福
美满。

2.学会课文中的10个生字，理解"环绕"、"飘荡"、"凉爽"、"
尽情"等词义、并区别运用"映"与"应"、"漂"与"飘"等字的形
义。

3.读懂诗句，理解课文内容，知道课文中的"红领巾""谁"指
什么。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三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篇课文，是一首曲调十分欢快优美的
儿童歌曲，词坛泰斗乔羽的作词，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少先队
员在温暖的阳光下，荡舟北海、尽情歌唱的欢快心情。

既然这篇课文是一首歌词，那么我在第一课时到教学导入就
安排的是让学生从歌曲入手：

我先探询式地问：同学们，你们喜欢唱歌吗？



学生们听我这么一说都来了兴趣：“喜欢！”

我一笑，接着说：“那好，今天的语文课，我们就来听一首
歌，歌名叫—”说到这，我故意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全
体同学以示提醒，学生们都瞪大了眼睛在等着听呢，我继续
说：“歌名叫《让我们荡起双桨》。”

有的学生大概听过这首歌，一听歌名更来了兴趣。我一按鼠
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在班级里慢慢地流淌出来，
随着播放，电视大屏幕上碧水、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渐
渐地展现在学生眼前，画面里欢快的少先队员在荡舟欢唱。
学生们认认真真地看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渐渐地有的
学生有些“得意忘形”了，竟然随着旋律一边拍手一边摇头
晃脑地唱了起来，几个活泼的女孩子还随着每一句的歌词意
思，在座位上表演起来，全班一派欢乐景象！

听完了歌，学生们意犹未尽，我趁热打铁：“同学们，刚才
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好听吗？喜欢吗？”

学生们一脸的开心齐刷刷地答到：“喜欢！”

我接着说到：“这首动听的歌曲，是专门给歌曲写歌词的著
名的乔羽老爷爷写的，你看他写得多好啊！”一边说我一边
把乔羽这两个字写到了黑板上并问到：“刚才同学们在电视
上都看到了什么美丽的景色啊？”（过渡，引出课文）

学生纷纷举起了小手。一个学生答到“湖水”我说：“要把
话说完整，应该怎么说？”这学生又答了一遍：“我看到了
湖水》”“好，你回答完整了！”（低年级学生有时候在课
上急于把话说出来，容易说词不说句，老师要及时纠正让学
生把话说完整，语文的学习中训练学生语言表达要体现在平
时的一些细枝末节上。

另一个学生答到：“我看到了绿绿的树！”我又及时肯定冲



他举起了大拇指：“你回答的真好，不仅回答完整了，而且
还用上了“绿绿的”这个词，把这句话说得真好听！”（老
师要及时肯定学生的答案并要“声情并茂”地表扬，培养学
生的自信心。在无声中训练学生把话说具体说形象。也是给
其他学生做个示范，让其他学生知道怎么说话才“好听”。）

在这句话的启发下，学生纷纷答出了：“我看到了美丽的荷
花。”“电视里还有快乐的小朋友在唱歌！”

看到学生已经通过唱歌，说画面把课文内容基本说了出来，
并也已经奠定了一些情感基础，这个时候我又说到：“同学
们刚才看的可真仔细，说得真好，下面我们打开书，看看乔
羽老爷爷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文档为doc格式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四

《让我们荡起双桨》课文本身并不难，内容比较浅显，所以，
我打算处理得快些，以便省出更多的时间给孩子读书，因为
一周七节语文课，还要完成习字册、小练笔、习作、听写、
同步练五项作业，时间根本不够用的。备课时，我想，第一
节内容很简单，读读就可以了；第二节，弄明白两个问题，
一是红领巾指的是谁，这个很简单；二是“水中的鱼儿望着
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中鱼儿是不是真的在望着我
们，听我们歌唱；第三节则主要弄明白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
福生活。然后，简单了解一下反复的修辞手法。觉得除了第
三节的问题有点难之外，其他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真
正上课时，我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教学环节内容有重复。在初读课文之前，我已经让学
生观察过插图，但在教学第一小节时，我又提出让同学读课
文，结合插图想象，你能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提出这个问
题主要是想启发学生想象力，可是学生回答时，几乎又把插



图的内容说一遍，没有什么更多的想象，这样就与初读课文
前看插图说话内容充复，而且缺少具体的内容。只有一位同
学发言特别精彩“我好像听到小朋友的笑声在北海公园上空
回荡。”

第二，对学生了解不够。第二节的问题“鱼儿是不是真的在
望着我们，听我们歌唱？”，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是的，他们
没有意识到是少先队员因为心情愉快才产生这样的感受，所
以，后来我干脆给说出来，但我想，孩子们可能是没有真正
理解。还有第三节的问题“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学
生回答有父母，有老师，有同学，有亲戚，唯独没有说党和
国家的。起初，我有些着急，但是转念又一想，其实孩子们
这样想才是最真实的，党和国家对于他们来讲还很抽象，他
们感受最真切的是父母、老师、同学，亲朋好友的爱。所以，
我没有否定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忆自己看过的电视、电影内
容，想想解放前老百姓、小朋友过的生活，解放军战士出生
入死的战争场面，孩子们一下明白了，是党和国家给我们安
排的幸福生活，当然，也有爸爸妈妈。（这样处理完全事先
没有想到的，如果，我对历史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更能深
入浅出，讲得更生动，其实我讲得非常肤浅）

这样，原本是非常美的一首歌词感觉让我给肢解了，课堂显
得琐碎。想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学生想象也不够，虽然课堂
在歌声中结束，但是自我感觉上得并不美。而且课文读了好
多遍，后来检查让学生背时，发现学生背得并不理想。

所以，我，课本，教学参考，学生，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有问
题，更多的是自己的问题，以后，每一课都要精心准备，用
心上，还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此文来自优
秀），从做好每一个细节开始！

文档为doc格式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五

1、通过学习本歌曲，能够用情绪饱满、优美亲切的声音演唱。

2、培养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使学生感觉到生
长在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幸福。

3、指导学生唱好二声部歌曲，在均衡、和谐的基础上有感情
地演唱、培养集体观念。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谱简谱歌谱篇十六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的歌词，作者是
著名的词作家乔羽。本课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
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是对少年儿童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的憧憬。这首歌词描述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的自然
风光的情景，抒发了少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
的真挚感情。诗由少年儿童荡起双桨泛舟北海写起，先写北
海的迷人美景，然后写荡舟湖上的喜悦心情，第三小节则以
一个问题将诗歌立意进一步拓展升华。第一小节描述少年儿
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宜人的自然风光。清澈的湖水，美丽的
白塔，绿树红墙，色彩鲜艳和谐，令人陶醉。第二小节抒发
少年儿童荡舟北海的喜悦心情。置身景色迷人的北海公
园，“我们愉快歌唱”，尽情欢乐，引来水中的鱼儿望着我
们泛舟，听我们歌唱。歌词用拟人的手法，表达出少年儿童
对幸福生活感到无比愉悦的真切感受，同时又充满童趣。

首先，我以歌曲导入，在学生熟悉的歌曲声中，启发学生回
忆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来唤起与诗中少先队员相似的情感
体验，借以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接着，在学生读的过程中加强词句教学。本课遣词造句准确、
精当是鲜明特点。因此，我在指导学生朗读时，结合具体的
语言环境让学生去体会这个特点。如第一小节，在反复朗读



的基础上，让学生渐入情境，然后，我通过“荡、推、倒映、
环绕|”等词语诱发学生展开想象，并结合课文插图，直观感
受北海秀丽的风光，从而感悟诗歌用词的精妙。

然后，在读的过程中帮助学生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例如提
出问题：“红领巾”指什么？“阳光”又喻指什么？使学生
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红领巾”与“阳光”的关系，体
会“迎”“洒”蕴含的意思。

最后，重点理解本课的教学难点：“是谁为我们安排下幸福
的生活”。我先让孩子们说说什么是“尽情欢乐”？孩子们
有的说是“开开心心地玩”，有的说是“痛痛快快的
玩”。“从这个词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孩子们回答“幸福
快乐”。在此基础上，引出问题“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
生活”。由于第二小节的详细分析，孩子们几乎都可以说出
党给予了我们幸福的生活。但是在进一步体会时，学生很难
理解旧社会孩子们穷困潦倒的生活窘态，如果我可以结合图
片，让学生通过观察图片说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生活并与新社
会孩子们成为小主人的幸福生活形成强烈对比，让孩子们的
心灵受到震撼，深深地去体会党的伟大、党对少年儿童的关
心爱护，感受到文中的“我们”对党的无比热爱之情。除此，
还要联系实际，说说现在的我们感受到了党的哪些关怀？孩
子们在讨论交流中，联系自己在花园式的学校里学习、免费
享受义务教育等事例，切实感受到了党的伟大与恩情，由衷
地产生了对党的感激之情和热爱之情。两种情感牵引，才能
使得难点进一步突破，使得孩子们的情感水到渠成地被激发！

除此，本课的教学我还重视他们的朗读，对每一小节都进行
情感分析，指导朗读，但是如果我可以示范，这样师生共同
参与的学习气氛将更能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