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红旗颂》简案

课题：《红旗颂》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学⽣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过程与⽅法目标：通过感受、欣赏，提升学⽣的听辨能⼒，养成良好的听赏习

惯。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可以掌握不同节奏的变化对乐曲的影响，了解作者的创作

初衷，了解乐曲所表现的音乐场景。

重点:欣赏乐曲的不同段落，进⾏对比式聆听。

难点：聆听不同乐器音乐和拍⼦强弱变化对乐曲的影响。

教学过程：

⼀、导⼊：

历史导⼊

国旗的产⽣引导到《国旗颂》

⼆、感受乐曲：

1、聆听乐曲（引⼦）

教师提问乐曲的情感与速度变化是什么样⼦？

学⽣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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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乐曲（慢-快-慢），情绪（抒情、宏伟-跳跃、欢快-抒情、宏伟）

2、总结乐曲的情绪、段落；

乐曲为 4/4 拍，强调拍⼦强弱特点。

乐曲分为：（材料）

（1） 引⼦（引用国歌），象征着中国⼈民共和国成立。

（2） 主题⼀，用颂歌的⽅式描绘第⼀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景象。乐曲重复两次，既

感受到对⾰命胜利的欣慰，又有对⾰命先烈的追忆。（音乐间，有礼炮的声音）

（3） 主题⼆，音乐用双簧管开始，接上⼤提琴，小提琴⼀共三遍。让⼈追忆⾰命

开始的艰难，⼈民⽣活的艰辛。

（4） 低音响起，弦乐铺底，长笛偶尔引领旋律，象征着白⾊恐怖，但小号声音响

起，催促着⾰命者奏响反抗的号角吹响，对比性的进⾏曲用长号演奏，国歌中不愿做

努⼒的⼈民响起，连续的小提琴级进上⾏，进⼊反抗最⾼潮。

（5） 主题⼀的变奏，进⾏曲的风格再现，描写军民⼀⼼，前赴后继，把红旗插上

⼭顶的场面。

（6） 主题⼀再现

（7） 东⽅红旋律响起，进⼊乐曲⾼潮，新中国成立，⼈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8） 尾声：引⼦再现，使用《国际歌》旋律，表明⼈类的伟⼤理想⼀定会实现。

3、讲述作曲家与乐曲创作的背景.

吕其明（1930.5_）中国最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以其管

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批⼤⽓磅礴的交响乐杰作，开⼀代

先河，奠定了他在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弹起我⼼爱的⼟琵琶》，《建国

⼤业》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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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结、提升情感。

《红旗颂》试讲稿

问好：同学们好。

⼀、历史导⼊

师：聆听⼀段音乐，感受⼀段历史。同学们，欢迎⼤家⾛进今天的音乐欣赏课。

1949 年开国⼤典前⼣，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公布了

《中华⼈民共和国国旗制法说明》，确定了五星红旗的标准图案。⾄此，五星红旗正

式成为新中国国旗，并将伴随新⽣的共和国的进步、繁荣与发展⽽永载史册。

国旗是⼀个国家荣誉和尊严的象征。每当奥运健⼉们获得奖牌，看到冉冉升起的

国旗都会抑制不住自⼰的泪⽔；宇航员登上太空，展示出五星红旗，是多么荣耀；⼀

个⼈在异国他乡，只要看到五星红旗，那就是家的召唤。今天我们赞颂国旗，我们歌

唱国旗，我们用音乐表现国旗。请⼤家跟老师⼀起读⼀下今天的乐曲名《红旗颂》

衔接：音乐是最美的语⾔，《红旗颂》又跟我们说了什么呢？请⼤家⼀起来聆听

⼀下乐曲的引⼦部分，并分辨⼀下，它引用了哪首曲⼦的素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

受？

⼆、聆听乐曲

（提问回答）

师：（总结）经过了⼗四年的抗日战争，四年的解放战争。我们的祖国已经千疮

百孔，⼈民⽣活在⽔深⽕热之中，这个时候⼀声惊雷传来，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民

政府成立了，不愿做奴⾪的⼈们，终于站了起来。音乐为什么让我们有了这样的感觉

呢？对了，乐曲所有音阶都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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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用了明亮的小号、⾼亢的长笛等乐器，让我们有了眼前⼀亮的感觉。

师：同学们看开国⼤典的图片，为什么所有⼈的眼神中都饱含着泪⽔，脸上却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呢？嘘！让音乐告诉我们。

（聆听第⼀乐段）

师：我们请第⼀组的同学来告诉老师。

（聆听）

师：非常好。这段旋律是《红旗颂》中最重要的主题。第⼀组同学谈到了这段音乐和

引⼦有着鲜明的对比，更加舒缓、流畅。非常准确，我们仔细听，竖琴的声音流畅的

奏出伴奏音型，弦乐和⽊管组乐器合奏出主旋律，铜管乐器⼤号、长号使用同音三连

音，为乐曲衬托，象征着对⾰命胜利的赞扬，但中间又出现旋律不是⼀味的上扬，也

急转直下，象征着对⾰命先烈的缅怀。我们⼀起来跟着音乐哼唱下旋律。⼤家注意下

⼤镲拍响的位置。

（哼唱旋律）

师：都在每⼀个乐句的开头，这正是我们 4/4 拍⼦的强弱关系。尤其在第三乐句弱

起后，加上⼤镲的声音，尤其突出⼈们⼼中的渴望和激动。

这部作品是吕其明老师的代表作。曲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们⼼中久久不能平

静。同学们了解吕老师么？

师：那老师来唱⼀首他的其他作品：《弹起我⼼爱的⼟琵琶》，对这是铁道游击队中

的主题曲。还有⼀首《谁不说俺家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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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家能叫的上名字的《庐⼭恋》，《城南旧事》的音乐都是吕老师的作品。但最

为⼈津津乐道的还是这首《红旗颂》。

衔接：记得有⼀年澳门⽂化中⼼艺术节，⼈们都在为开幕式的选曲⽽纠结。⼤陆为澳

门的主办⽅提供了两首曲⼦，⼀首是适合⼤众⼝味的穆索尔斯基的《霍万兴那前奏

曲》，另⼀首就是吕其明老师的《红旗颂》，澳门主办⽅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红旗

颂》，开幕式时反响极好，爱国热情⾼涨。

三、总结

师：时间总是短暂，今天我们⼀起随着音乐，感受了我们国家的诞⽣与成长。音乐是

⼀段记忆，想了解他，就聆听它；音乐是⼀滴⽔，让我们透过它，看到了全世界；音

乐又是⼀片海，让我们融⼊他，感受它。 好了，老师希望同学们下课后聆听《红旗

颂》的其他乐章，我们为他的每⼀个乐章画⼀张图，向别⼈去介绍这首乐曲，让更多

⼈了解《红旗颂》，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

同学们再见。

技巧：语⾔艺术的提升，语⽓的不断变化是获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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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回声》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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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回声》简案

课题：《友谊的回声》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三维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学⽣能够感受到积极向上的⽣活态度。

过程与⽅法目标：通过聆听、演唱，提⾼自身审美体验，养成良好学⽣的演唱习

惯。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可以强弱变化对乐曲的影响，能够熟练有感情的演唱本歌

曲。

（重点：学唱本首歌曲 难点：演唱中强弱教学）

⼀、回声问好

同学们，你们好！（呼唤状~）

⼆、导⼊

老师模仿⼤喇叭的声音提出要求，让同学们寻找回声在哪里。

以⼤喇叭的声音要求同学们模仿曲中的回声（⼥⽣⾼，男⽣低使用 lu 音），解

决难点强弱问题，同时提示练声重点。

三、新授

1、提问同学们在哪里听到回声

2、聆听歌曲后找到答案。

3、按照旋律线进⾏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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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决歌曲中的切分音

5、再次提示演唱的强弱（要以动作明显表现出来）

四、巩固练习

分组演唱，到回声处，男⼥分开以动作表示强弱。

五、音乐活动

加⼊乐器，表演。沙锤表示风吹森林的声音，当唱到回声的时候敲击三角铁。雨

声器模仿雨落⼊湖⽔中的声音。男孩⼦坐下，⼥孩⼦站起来，唱到回声时候互相呼

喊。

六、总结

点题，⼤喇叭告诉同学们，要有礼貌，朋友之间要相互问好等。

《友谊的回声》试讲稿

⼀、回声问好

师：同学们好！（呼唤状~）

（聆听状）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导⼊

师：同学们，老师今天学会⼀样新技能，能模仿⼤喇叭说话。你们听，⼤喇叭跟

我们说了什么呀……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首新的歌曲，名字叫做《友谊的回声》

（教师模仿⼤喇叭的声音，为同学们布置任务）

师：看到同学们都很惊奇的看着老师，刚才⼤喇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歌曲

是《友谊的回声》，（板书）那什么是回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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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授

师：对了，我们在空旷的房间，或者⼤⼭里面的时候，声音喊出去被⼤⼭反射回

来，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声音，那就是回声。像刚才老师模仿的⼤喇叭的声音也是⼀

样的，那谁想来尝试模仿⼀下么？

（请学⽣来模仿）

师：老师也准备两组旋律。（i6 i6 75 75 ），我们试⼀下。不对，老师要问小朋

友们了，原声和回声哪个更强，对，原声强，回声弱。那么我们使用 F 和 pp 来

表示，我们唱的时候用⼿势来表达，⼀起来。（张开⼿，轻轻听）

师：非常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房间里、⼤⼭里，还有哪能听到回声呢？嘘，

我们让歌曲告诉我们。要注意，跟随歌曲旋律画出旋律线。

（播放歌曲）（板书旋律线）

师：歌曲听完了，同学们告诉老师，回声在哪里可以听到？

（湖⽔边、森林中、⼭⾕中）

⼤家看，老师把同学们刚才用⼿画动的旋律线，板书在了⿊板上。你们看他像什

么呀？对了，⼀座⼭。我们⼀起来跟着老师演唱⼀次。

师：老师发现同学们演唱过程中出现了⼀点小问题。⼤家观察“我喊⼀声，喊⼀

声”，这是⼀个切分节奏，他把重音转移到第⼆个音上，就像“齐步⾛”⼤家跟老师

⼀起读⼀下节奏。⼀起来演唱，⼤家可以在重音时候轻点下头，来强调⼀下。

师：⼤家伸⼿画旋律线，跟老师拍⼦。非常好，我们的第⼀乐段演唱的很好了。

但是，⼤喇叭又有话说了：不对，不对，你们的演唱，听不出来哪个是原音，哪个是

回声。

师：这可是个棘⼿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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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同学们）

师：⼤家都观察到了，我们的谱上出现了课前我么你学过的强弱标记。那么我们

的原声需要强⼀些，回声需要弱⼀些，这样就分辨出来了。我们加上动作⼀起来⼀

次。

(演唱回声的句⼦)

四、巩固练习

师：特别好。老师已经被你们的声音带到了⼭⾕中、⼤海边。那老师想让更多的

⼈听到我们的歌声，我们除了合唱的形式，还能为⼈们表演什么呢？老师把同学们分

为两组，⼤家自⼰商量。

师：好的。第⼀组同学们想用合唱的⽅式演唱，表现回声时候，使用男⼥对唱的

形式。非常好，有请。

第⼆组的同学们更有想法，开头合唱，用轮唱来表现回声的部分。有请。

两组同学都演唱完毕了，⼤家来说说，两组同学都有哪些特点呢？你对他们的演

唱还有哪些建议呢？

五、音乐活动

师：⼤家的建议很有想法，第⼀组同学可以调整队形，在合唱的时候加上动作，

在响应回声的时候站立或蹲下。第⼆组同学可以使用三角铁在每句的开头来强调重

音，间奏部分我们使用沙锤和碰铃来模仿风吹树叶和雨滴的声音。我们⼀起尝试，同

学们起立。

六、总结

师:感谢同学们，和老师⼀起完成今天的课程。回声虽然是⼀种自然现象，但他

也存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见面说你好，对⽅回答你好，这是我们友好的回声；与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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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别我们说再见，对⽅回答再见，这是友谊的回声。好了，⼤喇叭又有话说了，同

学们，再见。

《西风的话》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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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的话》 简案

课题：《西风的话》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懂得时间的宝贵。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感受歌曲的演唱情绪，演唱⽅式。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演唱这首歌，学习渐强、渐弱记号在歌曲演唱中的作用，并能在音乐实践中运

用。

教学重点

学唱歌曲。

教学难点

歌曲中的强弱记号使用。

教学工具(或教学准备)：电⼦琴、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导⼊

诗词导⼊、与练声相衔接

⼆、初听乐曲

教师范唱，画出旋律线，引导学⽣们读节奏。注意提示强弱记号。

三、旋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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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范唱，学⽣模仿，解决歌曲中的强弱。

四、整体演唱

解决歌曲演唱中的感情与演唱情绪。

五、巩固练习

请同学们独唱。

六、音乐活动

用乐器进⾏演奏。

七、总结提升

略

《西风的话》试讲稿

⼀、诗词导⼊、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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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课。

每个季节都有它专属⾊彩和风韵。“自古逢秋悲寂寥，我⾔秋日胜春朝”，不

经意之间秋天又如约⽽⾄，“空⼭新雨后，天⽓晚来秋”，⼏场秋雨过后，我们已

经闻到了西风的味道。你们听……

西风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呼……”，对我们来个长音，看老师⼿势，风声⼤

⼀些，吹落树上的枯叶；风声小⼀些，吹熟荷塘的莲蓬。

好的。同学们都是⼤自然的拟声师。我们伟⼤的作曲家黄自先⽣，把西风的话谱

上乐曲，用音乐向我们诉说《西风的话》

⼆、聆听乐曲

师：好的，请同学们闭上眼睛，聆听老师演唱这首歌曲，用⼿自由的画出旋律

线。（在⿊板上按⾼低写出音阶）

请同学们睁开眼睛。你们从歌中听到了什么呢？

师:（总结）说的非常准确。仿佛看到作者慢慢的⾏⾛在故乡小路上，看着⼀池的

莲蓬，借景抒怀。“少小离家老⼤回，乡音⽆改鬓⽑衰；⼉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何处来”。时间⼀去不复回，孩童时代也不复存在，但是不要悲伤，成熟了何尝不是

⼀种美呢？

刚才老师注意到同学们说的慢慢的、抒情的，说的非常准确，这也是我们这首歌

曲的演唱情绪和速度。⾏板，像⾛路的速度⼀样。

⼤家起立，围成⼀个圈，跟着老师的节奏，我们⼀边⾛，⼀边朗读歌词。⼤家要

注意歌词上⽅的渐弱和渐强记号。

（读⼀遍歌词）

三、学习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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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坐，同学们。看到你们如此的天真可爱，老师也试想，黄自先⽣在当年动

荡的环境中，肯定也是感叹和怀念他少不知事的时光。那让我们随着老师的琴声，⼀

起穿越时空，学习这首歌曲的旋律，去感受那个动荡的年代。

（范唱）

师：同学们演唱中要注意观察我们每个乐句开头的强弱记号。P MP F，用曲线

表达又像⼀座⼭⼀样。中弱强与弱，强强于中弱，最后在回归弱。这正是中国作曲家

起承转合的作曲⽅法，就像我们的汉语拼音（五⾔、七⾔绝句），⼀声平，⼆声扬，

三声拐弯，四声降（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我们看老师的⼿势再来演唱⼀次。（提示⼤小、声乐⽅法）要想起来秋风“呼呼”

的声音，不要太亮。

四、巩固练习

师：这次演唱非常到位，哪位想要自告奋勇来演唱⼀次呢。好，我们请这位⼥同

学们，你也可以邀请自⼰的小伙伴，来台前演唱。（台侧弹琴）

师：请⼤家为我们的小合唱团鼓掌，⼤家对他们刚才演唱还有什么建议么？

师：声音非常轻柔，与歌曲的⾊彩搭配的很好。但如果能加上⼀些乐器伴奏，会

更好。

五、音乐活动

师：我们同学看来对自⼰的要求都很⾼。请回。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三角铁、沙

锤、还有红⾊的枫叶，我们自⼰选择，来为我们歌曲伴奏。

六、总结

好，感谢同学们和老师度过这充实的 40 分钟。“去年今日此门中，⼈面桃花相

映红；⼈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孩童时代是最⽆忧⽆虑的，但时间也不

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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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停留，老师希望同学们从这首歌曲中悟出这个道理，珍惜现在的时间，努⼒学习。

须知“少壮不努⼒，老⼤徒伤悲”。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到此结束，我

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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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马山歌》（民歌）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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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马山歌》简案

课题：放马⼭歌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教

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感受云南当地民歌风情，弘扬民族⽂化。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感受歌曲演唱情绪。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用民歌风演唱这首歌，学习渐强、渐弱记号在歌曲演唱中的作用，并能在音乐实

践中运用。

教学重点

学唱歌曲。

教学难点

学习歌曲中的节奏型。

教学工具(或教学准备)：电⼦琴、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导⼊

地理⽂化导⼊

⼆、节奏教学

有感情的朗读歌词，使用奥尔夫声势动作。

三、旋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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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范唱，学⽣模仿，解决歌曲中的旋律难点

四、整体演唱

解决歌曲演唱中的感情与演唱情绪。

五、巩固练习

男⼥对唱的形式进⾏练习

六、音乐活动

用舞蹈动作与双响筒丰富歌曲的演唱

七、总结提升

略

《放马山歌》试讲稿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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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好，欢迎⼤家来到你们最喜欢的音乐课堂。学习音乐不仅可以放松我

们的⼼情，也可以让我们感受不同地域的风⼟⼈情。今天老师要请同学们⼀起来到我

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感受这里的民歌——《放马⼭歌》。

⼆、节奏练声

师：马⼉奔跑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你们听老师播放的音频。

请小朋友模仿出来，有（ ），还有（ ），还有

（ ）。同学们模仿很像，我们把他们组合起来。

用马蹄声“哒“来尝试。左边的男孩唱第⼆⾏，右边的⼥孩唱第⼀⾏。看老师

⼿势，幅度⼤声音⼤，幅度小，声音小。

三、节奏读法

师：马⼉带着我们⼀路来到了云南，我们看看云南当地⼈民怎么演唱这首歌曲。

同学们可以用⼿画出旋律线。

（播放歌曲）

老师看到好多男同学在模仿策马奔腾的动作，很好，我想⼤家⼀起配合你。老师

把歌词放在我们刚才的节奏中，我们来读歌词，请男同学来模仿骑马的动作，⼥孩⼦

用⼿拍打桌⼦打节奏。

（教师领读）

师：看来音乐总是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身边不起眼的桌⼦，⽂具盒都可以摇身

⼀变，成为我们伴奏的乐器。刚才同学们在朗读的过程中所有的声音都很强，老师设

想你们的马肯定在平路，但是我们⾛的是⼭路，⽽且歌曲的拍⼦是 2/4 拍，我们应

该把强弱关系说的更明显⼀些，我们在打拍⼦时或者画旋律线时，节奏重音略微用⼒，

我和⼤家⼀起来。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四、旋律学习

师：同学们的节奏感很强，音乐感觉很准确。老师邀请同学们⼀起来演唱这首歌

曲。听琴声，我们请这位同学唱⼀次开头，你来带⼤家唱⼀次。非常棒。

同学们，这首歌曲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欢快、愉悦、⾼亢、嘹亮，很好，尤

其中间喊号⼦的声音非常⽣活化。可否把自⼰的这些感情加⼊进去呢？我们顺着老师

画出的旋律线，再来演唱⼀次。

五、巩固练习

师：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呈现出⼤杂居小聚居的情况，每年都会有赛

歌会，男⼥对唱，来评比民歌王。今天老师把男⽣和⼥⽣分成两组，两组⼀组⼀句的

⽅式来对歌。

评价：略

六、音乐活动

师：好了，两组的同学们都认为，我们应该使用乐器为歌曲增光添彩。老师为⼤

家带来双响筒，来模拟马蹄的声音，用腕铃模仿马脖铃的声音。我们请我们的舞蹈同

学们来为我们伴舞。听老师的琴声，我们⼀起放马。

七、总结

师：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出，你们都是我们民族音乐的传播者，老师希望⼤家搜

集民族音乐，演唱民族音乐，将我们的民歌带向世界的⼤舞台。

同学们！

（再见的音乐语⾔）

点评：在最简单的流程中经历展示出自⼰的控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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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花》简案

课题：《花非花》

课型：第⼀课时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歌曲，懂得时间的宝贵。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聆听、演唱歌曲，感受歌曲的演唱情绪，不同的演唱⽅式增强团队合作能⼒。

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演唱这首歌，学习渐强、渐弱记号在歌曲演唱中的作用，并能在音乐实践中运

用。

教学重点

学唱歌曲。

教学难点

歌曲中的强弱记号使用。

教学工具(或教学准备)：电⼦琴、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练声导⼊

1、通过三组和弦请同学们分别聆听演唱，并做出动作。（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

2、演唱单独音，找到与自⼰演唱相同音的同学。

3、调整音准

4、教师指挥并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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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教学

1、使用纱⼱朗读歌曲

2、提示同学做动

作三、旋律教学

1、学⽣演唱曲谱

2、提示旋律跨度

3、带⼊歌词演唱

四、巩固练习、音乐活动

1、分小组进⾏小合唱

2、其他同学们配和声演

唱五、总结提升

点题，时间相关。

《花非花》试讲稿

⼀、练声问好、范唱

师：同学们好，欢迎⼤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课。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音乐中每⼀个音符都会有它不同的⾊彩。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三组音，请三组同学

分别聆听，并用动作表现出来你的感受。

1、弹奏 I 135、 IV146、 V725

（教师模仿动作）

2、首先是稳定的 I 级和弦 135（双⼿握拳腹部）

其次是有扩张⼒的 IV 和弦 146（双⼿打开）

最后是收拢的 V 和弦 725（双⼿交叉胸前）

3、好了，老师再来弹奏，每⼀组音，同学们听到之后模唱出来自⼰听到音，并

找到和自⼰唱同样音的同学们。

首先 I 和弦。

师：1 在哪里，3 在哪里，5 在哪里？

1 在哪里，4 在哪里，6 在哪里？

7 在哪里，2 在哪里，5 在哪里？

4、同学们做得非常好，那⼤家看我的⼿势，分别来演唱三个和弦，注意节奏，

4/4 拍⼦，要注意呼吸。

5、老师换⼿势，范唱歌曲。

⼆、聆听歌曲、朗读歌词

师：刚才老师在同学们的和声上面演唱了⼀条旋律，好听么？嗯，这首歌曲名字

叫做《花非花》，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黄自先⽣以唐代⼤诗⼈白居易的词创作的歌曲。

同学们请坐，这首歌曲带给⼤家什么样的感受呢？

（等待回答）

优美、朦胧、伤感、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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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非常准确。花开花落，雾来雾散，美好的的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物去

⼈非。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深刻的理解诗词中的含义。但是我们可以进⼊歌曲中，去

成为音乐中的⼀部分，来感受这首歌曲，来触摸这种⽆处寻觅时光。

师：请同学们拿出我们上课前准备的纱⼱，我们跟着音乐⼀起朗读歌词，用纱⼱

自由的表达出我们的感受。

师：（朗读歌词，用纱⼱做出动作）

三、教唱歌曲

师：嗯，同学们已经注意到了，这首歌曲中的渐弱和渐强，以及结尾的渐慢，完

全与歌词表达的含义相契合。那看老师的指挥，我们⼀起演唱⼀下曲谱，请把纱⼱拿

起来。（领唱音符）

老师有了⼀个疑问，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带给我们不断推进的感受呢。

嗯，同学们都说的很好，旋律音程之间的跳进，使得音乐有不断向前推进的感

觉，这里我们演唱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位置，轻⼀些。

我们带⼊歌词再来⼀次。

五、巩固练习、活动

师：歌曲演唱完毕了。但是这样单纯的合唱听起来会有些单调。老师在这首歌曲

下⽅为⼤家标记了和声。同学们我们每个组推选出来⼀名同学，她们组成小合唱，我

们其他同学，看老师的⼿势我们为他们配和声。

（指挥）

六、总结

师：同学们请坐。感谢你们的共同配合，我们通过音乐与黄自先⽣、白居易进⾏

时时空的对接。童年是我们最美的时光，他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流逝，在我们唱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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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流逝，在我们游戏的时候流逝，我们想抓住它，它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悄悄溜⾛。

所以，珍惜每⼀分每⼀秒，让每⼀天都有意义，那样我们才有星光点点的回忆。同学

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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