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 二年级音
乐教案(大全9篇)

五年级教案要符合学科教学大纲和学校的教育理念，以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掌握优秀教案模板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
径，敬请大家多多关注。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一

（意图：体会音乐情绪，并随音乐跳舞）

1.师：在美丽的罗马尼亚大草原，正在举行国际儿童音乐夏
令营，来自各国的喜欢音乐的小朋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听，东道主罗马尼亚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当地的民歌（出
示课题---《霍拉舞曲》）。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静静地欣赏。

2.学生闭上眼睛初听音乐（意图：让学生对音乐进行初步感
受）

3.师提问：通过刚才的认真聆听，你感受到了歌曲怎样的情
绪？你又想象出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欢快、热闹、载
歌载舞…）

6.跳一跳：师：大家听到这么欢快热闹的歌曲后是不是很想
跳舞啊？生：想

师：那我们也加入罗马尼亚小朋友的行列，在音乐中跳起来
吧！

7.师再放一遍音乐，生用自己喜欢的动作对歌曲进行表演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二

：聆听《天鹅》、表演《小小摇篮曲》。

3、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加以引导，鼓励孩子们大胆说出自
己的感想。

4、讲小故事：被埋没了25年的圣－桑作品《动物狂欢节》这
部如今广为人知的音乐作品曾经披打入冷宫25年。当然，这
样的事情在音乐史上绝不少见。但是，最让人不解的是，使
这部杰作人为地遭受这种不幸命运的不是别人，而是作曲家
本人。1886年，法国著名作曲家圣－桑完成了标题为《动物
狂欢节》的管弦乐组曲。同年3月，作者亲自指挥了这部作品
的演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就在这次演出后不久，
圣－桑突然宣布禁止这部作品在他生前继续演出，并且也不
准出版这部作品的总谱。一直到作曲家逝世前夕，他才在遗
嘱中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使得这部25年内无人问津的作品重
见光明，其中很多旋律，尤其是第13曲《天鹅》，成为了脍
炙人口的著名乐曲。人们感到奇怪：既然这部作品具有如此
杰出的艺术价值，那么作曲家本人为什么要禁止它在自己生
前继续演奏和为人所知呢?原来，圣－桑在这部作品里讽刺了
当时的很多著名的音乐家，他用夸张、变形、戏谑的手法借
用了柏辽兹、门德尔松、奥芬巴赫、罗西尼等音乐大师的'一
些著名的旋律，虽然圣-桑本人并无恶意，但为了慎重，他还
是做出了上述的决定。

5、复听乐曲，进一步感受、理解作品。放课件观赏绘画音乐
《天鹅》。（我们来看看美术大师是怎样理解刚才这首乐曲
的）欣赏完后请同学们各抒己见（你有要说的吗？谁能谈谈
自己的感受？）。

6、再次欣赏，请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乐曲。可随
音乐做天鹅的动作，也可用颜色来表示，也可用线条来表现
乐曲，还可以画一幅天鹅图。



1、老师请同学们听一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出这首歌曲应该在
什么时候唱？（cai播放歌曲）

2、学生回答后，教师紧接着问为什么是晚上唱的，这样的歌
曲，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声音来演唱？3、让我们再
来欣赏这首歌曲。引导孩子们或轻轻拍手，或轻轻晃动身体，
或闭上眼睛，用不同的方式来体会歌曲甜美、宁静的音乐情
绪。

4、老师来扮演妈妈，妈妈把这首歌曲唱给宝宝们听好吗？
（师范唱）

5、随琴模唱旋律。

6、朗读歌词。提示学生有感情、轻声地朗读。进入歌曲中的
情感表现。

7、听琴填唱歌词，有感情地轻声演唱全曲。虽然是轻声演唱，
但每个字词都要交待清楚，而且每一小节第一拍要有强的内
在力量，使歌声更有表现力。

8、编创动作边唱边四、

编创活动：

1、分组试奏自带的铁丝、纸盒、杯子等物品，引导学生分辨
哪些物体发出的声音清脆。

2、动脑筋想一想，敲哪几件物品可以为歌曲伴奏，小组讨论
如何来为歌曲伴奏。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三

教学内容：聆听《天鹅》、表演《小小摇篮曲》。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聆听《天鹅》

3、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加以引导，鼓励孩子们大胆说出自
己的感想。

4、讲小故事：被埋没了25年的圣－桑作品《动物狂欢节》这
部如今广为人知的音乐作品曾经披打入冷宫25年。当然，这
样的事情在音乐史上绝不少见。但是，最让人不解的是，使
这部杰作人为地遭受这种不幸命运的不是别人，而是作曲家
本人。1886年，法国著名作曲家圣－桑完成了标题为《动物
狂欢节》的管弦乐组曲。同年3月，作者亲自指挥了这部作品
的演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就在这次演出后不久，
圣－桑突然宣布禁止这部作品在他生前继续演出，并且也不
准出版这部作品的总谱。一直到作曲家逝世前夕，他才在遗
嘱中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使得这部25年内无人问津的作品重
见光明，其中很多旋律，尤其是第13曲《天鹅》，成为了脍
炙人口的著名乐曲。人们感到奇怪：既然这部作品具有如此
杰出的艺术价值，那么作曲家本人为什么要禁止它在自己生
前继续演奏和为人所知呢?原来，圣－桑在这部作品里讽刺了
当时的很多著名的音乐家，他用夸张、变形、戏谑的手法借
用了柏辽兹、门德尔松、奥芬巴赫、罗西尼等音乐大师的一
些著名的旋律，虽然圣-桑本人并无恶意，但为了慎重，他还
是做出了上述的决定。

5、复听乐曲，进一步感受、理解作品。放课件观赏绘画音乐
《天鹅》。（我们来看看美术大师是怎样理解刚才这首乐曲
的）欣赏完后请同学们各抒己见（你有要说的吗？谁能谈谈
自己的感受？）。

6、再次欣赏，请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乐曲。可随



音乐做天鹅的动作，也可用颜色来表示，也可用线条来表现
乐曲，还可以画一幅天鹅图。

三、学习歌曲《小小摇篮曲》：

1、老师请同学们听一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出这首歌曲应该在
什么时候唱？（cai播放歌曲）

2、学生回答后，教师紧接着问为什么是晚上唱的，这样的歌
曲，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声音来演唱？3、让我们再
来欣赏这首歌曲。引导孩子们或轻轻拍手，或轻轻晃动身体，
或闭上眼睛，用不同的方式来体会歌曲甜美、宁静的音乐情
绪。

4、老师来扮演妈妈，妈妈把这首歌曲唱给宝宝们听好吗？
（师范唱）

5、随琴模唱旋律。

6、朗读歌词。提示学生有感情、轻声地朗读。进入歌曲中的
情感表现。

7、听琴填唱歌词，有感情地轻声演唱全曲。虽然是轻声演唱，
但每个字词都要交待清楚，而且每一小节第一拍要有强的内
在力量，使歌声更有表现力。

8、编创动作边唱边四、

编创活动：

1、分组试奏自带的铁丝、纸盒、杯子等物品，引导学生分辨
哪些物体发出的声音清脆。

2、动脑筋想一想，敲哪几件物品可以为歌曲伴奏，小组讨论



如何来为歌曲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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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四

二年级教材为人音版教材的实验本，教材贯穿了新的课程标
准的要求，以《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音乐教科书》内容为依
据，突出教科书以审美为核心的思想，注意面向全体学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先进、
便捷的多媒体手段和丰富、生动的教学资源。

二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初步具备一定的课堂常规，对
音乐的感受力，我们要进一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四、教学要求

创设良好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兴趣，发展
音乐感知和鉴赏

1~2周第一课春天来了3~4周第二课难忘的歌5~6周第三课飞呀



飞

13~14周第九课唱吧，跳吧14~15周总复习、考试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五

教学内容：

表演《卖报歌》、编创与活动。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表演《卖报歌》导入课题：同学们看过电影《报童》吗？
解放前有许多孤儿，他们的生活无依无靠，有很多孩子当起
了报童，风里雨里沿街叫卖，吃不饱、睡不好，过着悲惨的
生活，有的报童还积极为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许多贡献。这节
课我们就学习一首新歌《卖报歌》。

1、完整地聆听歌曲。提示：这首歌的情绪是怎样的?它讲述
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简要叙述。

2、复听《卖报歌》并出示歌片，听音乐有感情地朗读歌
词(将不会的字注音)。

3、随琴轻声跟唱，认真填词。

4、分小组讨论歌曲的情感。提示：说说歌曲给你的感受。

5、歌曲学会后，加上沙球和三角铁为歌曲伴奏。提示：要注
意歌曲演唱与伴奏合作的整体效果。

6、分组编创动作，也可简单化妆成小报童表演，如：拿报、



背上卖报的袋子，分组表演。

三、编创与活动

听辨音高的练习：

1、教师唱唱名，让学生听并辨认是哪一个小报童唱的？熟悉
唱名并能说出来，是第几个?并模唱出来。

2、让几名学生分别唱出，让学生排出顺序，并说出同学的名
字。（这种方法既可以听辨音高，同时也可以听辨人声的音
色，为将来听辨乐器的音色打基础）。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六

二、1、节奏律动

今天我们要一起外出，请大家跟上老师的节拍，可不要掉队
哟！

（出示节奏）××××××××

走快点快点快点走

合右左右左右左右

（合：拍手右：右手拍腿左：左手拍腿）

生：模仿拍节奏。

师：走的节奏是怎样的？

生：部分学生起来走动，拍出走的节奏：

×××××……



三、听赏《阿细跳月》

1．教师展示彝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图片或播放一段阿细人跳舞
的录像片。

2．教师将音乐完整地放一遍，让学生围成圆圈，席地而坐，
安静地欣赏。

3．教师讲解阿细人的″跳月″故事。

4．再听音乐一遍，老师带着学生随节奏拍手或老师随音乐舞
蹈、同学们拍手伴奏

四、课时结束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七

教学内容：

1、学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做回音游戏。

2、欣赏管弦乐合奏《出发》、河北民歌《放风筝》。

3、学唱歌曲《放牛放到小河边》，认识小节、小节线。

4、学唱歌曲《郊游》，表现郊游的情景。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放牛放到小河边》《郊
游》。

2、欣赏《出发》《放风筝》。

3、聆听音乐《出发》、随着歌曲《郊游》进行表演。



4、认识小节线和小节。

5、参与“回音”游戏和多声部节奏组合《春天交响曲》活动。

教材分析：

1、《山谷回音真好听》歌曲简洁、朴实，描绘了孩子们眼中
的大自然景象，刻画了孩童的好奇心理，生动模仿了声音在
山谷间回荡的自然现象。

2、《出发》1949年10月，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为儿童
创作了一套儿童交响组曲《冬天的篝火》，这套乐曲共分八
段，以苏联诗人马尔夏克的诗句作为标题，在乐曲间通过朗
诵来叙述少先队员假日郊外旅行的生活故事，包括《出发》
《窗外的雪花》《冰上圆舞曲》《篝火》《行军》《归来》
等。这是普罗科菲耶夫继《儿童音乐》和《彼得和狼》之后，
为儿童和青年创作的又一优秀作品。音乐描绘更加具体，更
能为儿童所喜爱。

民歌有山歌、小调、劳动号子等，《放风筝》属小调，也称
小曲。这首《放风筝》使用了江南优秀曲牌“码头调”的曲
调，来歌唱当地民俗生活，既有南方的秀丽委婉，也有北方
的爽朗，内柔外刚、南北交融，与南皮的另一首民歌《茉莉
花》一样，是“南歌北唱”的成功范例。歌曲节拍为2/4，在
节奏和速度处理上十分多样，抒情优美，适宜用叙事与抒情
相结合的中速演唱。

3、《放牛放到小河边》这是一首流传在江西萍乡一带的民歌，
属于民歌体裁形式中的山歌。歌曲表现了在种田之余儿童在
河边草地上放牛的情形。歌曲中蓝天、青草、小河、耕牛，
与小牧童融为一体。

教学重点：



1、学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放牛放到小河边》《郊游》

2、随音乐《出发》或《郊游》进行表演。

教学难点：

1、用强弱不同的力度演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指导学
生不要过分夸张。

2、学唱《放牛放到小河边》歌曲唱名，做到唱名与音高一致。

3、聆听音乐《出发》或随着歌曲《郊游》进行表演时，要做
好组织工作。

教学内容：学唱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做回音游戏。

教学目标：

1、有表情地演唱歌曲，并按照歌曲要求表现强弱。

2、引导学生积极创编回音游戏。

教学过程：

一、聆听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

1、师生问好，交流寒假见闻。引入春天的话题。听一首与春
天到郊外去郊游相关的歌曲《山谷回音真好听》。

2、引导学生倾听歌词，关注歌曲中模仿回音的两句旋律，启
发学生思考歌曲运用什么方法再现大自然中的回音现象。

3、教师即兴呼唤，请学生用稍弱的力度模仿教师的声音，表
现回音效果。



4、教师穿插一至两首练声曲，让学生用稍弱一些的力度来模
仿。

例如：1=c4/4

123―|123―|54325432|1―――‖

师：呜呜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生：呜呜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二、教师引导学生模仿歌曲中的一句，由一句模仿，引入整
首歌曲的模仿。

1、教师演唱歌曲中的第二句：

学生跟唱：

1234|5―|1234|5―|

啊啊

2、教师一句一句演唱全曲，学生一句一句跟唱，注意用稍弱
的力度演唱。

3、全体跟琴演唱歌曲。

4、学生有表情地演唱，注意第二句演唱力度的变化。将学生
分成两组，一组演唱歌曲，另一组在第十一小节处模仿回音。

三、引导学生做回音游戏。

将学生分成两组，领头的学生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创编声音，
让另一组的学生模仿，比一比哪组模仿得像。



1、呼唤。如：喂―，我来了―，大山你好―，等等。

2、节奏。如：xxx，xx.xxxxx，等等。

3、唱名音高。如：mi―sol―mi等等。

4、旋律片段。

5、、歌曲片段。

四、教师带领学生演唱《山谷回音真好听》，结束本课。

随笔：学会演唱本歌曲，能按歌曲要求表现强弱。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八

1.通过聆听《嘀哩嘀哩》、《春晓》，演唱《小树快长高》、
《郊游》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能用废旧物品自制沙锤等无固定音高的简易打击乐器。

3.认识“0”并能准确地拍击带有“0”的节奏。

4.能在学会歌曲后，跟着老师准确地按音高唱唱名。

指导学生富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小树快长高》、《郊游》。
教学难点：按音高唱唱名。

综合音乐感教学法教学用具：cai课件、琴、打击乐器等。

聆听《嘀哩嘀哩》、《春晓》。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创设情景、聆听歌曲



1、（多媒体展示）古诗《春晓》在清新的音乐伴奏下徐徐展
开，老师引导学生齐声朗读。

2、教师导入：同学们都非常熟悉这首古诗，能告诉老师这首
古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吗？学生很自然地揭题--“春”

3、教师板书《春》，同时多媒体视频图象：“听，春雷响了，
好多躲在洞穴里过冬的小动物也醒来了，纷纷跑出来跟我们
打招呼呢，你希望哪些小动物最先出现在我们面前？”学生
根据自己的喜好说几个动物的名字（老师根据学生所说相应
点击画面）

4、你能模仿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动作或声音吗？（学生模仿
青蛙、蛇、小燕子、兔子……）

5、看到这么美的春天，小动物会说什么呢？如果你是小动物，
你会对春天说一句什么呢？（学生回答：a、好美呀b、春天的空
气真新鲜c、我要去找小伙伴一起看看春天）

7、播放cai歌曲《滴哩滴哩》（要求：听一听，歌曲里的春
天在大自然的哪个角落里？听完后用歌词来告诉老师）

9、设计提问：

a、春天在哪里呀？（学生回答：春天在青翠的山林里、春天
在湖水的倒影里、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b、你眼睛里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学生回答：桃花开了、柳
树发芽了、小草绿了、燕子飞回来了……）

c、歌曲里小朋友眼睛里的春天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有红
花，这里有绿草，还有会唱歌的小黄鹂）

d、你能把这几句歌词唱一唱吗？（老师带学生一边拍手一边



演唱）

g、老师邀请小组成员上台演唱自己创遍的歌词，体验创遍过
程中的快乐

10、教师导入：“春天多美呀，看到这么美的春天，同学们
最想做什么呢？（唱歌、跳舞、郊游……）14、分组活动听
《滴哩滴哩》音乐自由地舞蹈、歌唱。

小红帽二年级音乐教案篇九

1、师生齐唱共舞。（跳孔雀）

学生可跟着老师一起跳，也可自己创编好的动作。

2、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演。（可以打节奏，
可唱歌曲，可跳舞……）

（女同学可以把纱巾围成筒裙，表演傣族小姑娘，男同学可
模仿象脚鼓打节奏，提高学生表演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