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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鹿》

1.题目：三年级《大鹿》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表情的弹唱歌曲；

（3）带领学生表演歌曲。

【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导入本节课堂。“同学们，今天的森林里可不同往常一样平静，

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同学们想知道吗？那就跟随着老师的步伐，一起去看一看吧！”

二、聆听音乐

（一）初听音乐

1.教师再次提问导入时候的问题，“音乐听完了，今天的主人公都有谁呀？”

学生回答：大鹿、小兔子。

教师补充，还有旁白。

2.教师再次播放音乐，并提问学生：“那么究竟讲了什么故事呢？”

学生回答：小兔子遇见猎人，大鹿机智勇敢应对的故事。

三、学唱音乐

在学唱歌曲之前，指导学生身体坐直，气息下沉，口腔打开，进行一个发声练习。跟随

教师用 a 模唱 13 24 35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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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教师范唱一遍歌曲，要求学生跟着小声哼唱，并用手打拍子。

2.接着学唱简谱，写出前八后十六节奏型，运用生活中的节奏兴趣教学。如：女神和女

汉子（前八后十六＋前十六后八）

3.教师弹唱歌曲，学生演唱一遍旋律，唱准最后一小节的节拍时值。

4.再演唱一遍，教师指挥，学生加入歌词，有感情的演唱。

四、巩固练习。

1.教师提出问题，如何运用不同的力度、速度来表示小兔子和大鹿的形象？

通过四人为一小组讨论，请学生回答，得出小兔子演唱速度偏快，力度轻一点，表示出

小兔子焦急害怕的心情。用中速，较强的力度演唱描写大鹿的乐句，表现出大鹿勇敢坚定的

特点。

2.运用讨论出来的速度、力度再有感情的演唱一遍。

五、创编活动

创编游戏：“我是小小表演家”

教师把学生分为三组，教师弹奏钢琴，指导学生形象的表演出大鹿，小兔子以及旁白演

唱的部分。最后进行评价。

六、课堂总结

1.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整个故事在这里就讲完了。你们想想，大鹿小兔最后他们战

胜猎人了吗？”

2.学生们回答，通过回答，指导学生要向大鹿学习助人为乐的精神。

板书设计：

大鹿

法国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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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红蜻蜓》

1.题目：四年级《红蜻蜓》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运用均匀的气息合唱《红蜻蜓》。；

（3）体现师生互动。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一)感受三拍子音乐

师：请同学们听一段音乐，你熟悉吗？播放《小蜻蜓》。

师：这段音乐是几拍子？

生：三拍子。

（二）熟悉歌曲旋律

师：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于蜻蜓的音乐，听一听与《小蜻蜓》有什么不同？（播放歌曲《红

蜻蜓》的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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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音乐都是优美的，也都是三拍子的音乐。

师：同学们能听着这优美的音乐将旋律线画出来吗？

生：分组进行活动，随着音乐画出旋律线，完后展示。

师：这么美的音乐，让我们随着音乐轻声用“U”哼着唱旋律。

生：轻声哼唱旋律。

二、学唱歌曲

（一）了解歌曲内容

师：请同学们听歌曲，听一听歌曲中唱了些什么。（播放红蜻蜓）

生：说出歌曲内容。

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首歌曲《红蜻蜓》。

（二）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

师：《红蜻蜓》是日本作曲家、指挥家山田耕作 38 岁时创作的儿童歌曲，在日本家喻户

晓，他本来是一首描写少年儿童回忆自己幼年情景的儿童歌曲，后来大人们也喜听爱唱，也

成了他们会以童年生活的歌曲。

回忆是十分美好的，这样美好的内容应当用什么样的音调来表现呢？歌曲优美动听，深

情自然，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小节，三段歌曲，却将童年情景生动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听后

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三）熟读歌词

师：我们来轻声朗读歌词。

生：有感情的朗读歌词，读出三拍子的强弱变化。

（四）学唱歌曲。

师：我们试着来唱第一声部好吗？

生：随教师的琴演唱歌曲第一声部旋律。

师：歌曲是两声部，我们集体学唱第二声部旋律。

生：唱谱。

师：指挥，分两组分别演唱高低声部。

生：分部演唱。

师：同学们唱得很好，那我们两声部合起来唱一唱吧！

生：轻声演唱两声部。

三、歌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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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演唱形式

师：我们来用不同的演唱形式来演唱这首歌曲，感受不同的音响效果。

生：第一段用领唱的形式，第二段用齐唱，第三段用两声部演唱。

（二）为歌曲伴奏

师：这里有两件乐器，双响筒、三角铁，我们选择哪件乐器为歌曲伴奏比较好呢？

生：三角铁。

师：为什么？

生：三角铁声音柔和，适合这首歌曲。

师：那我们来试一试吧！

生：随音乐伴奏。

（三）学习日本舞蹈

师：我们来学习几个简单的日本舞蹈动作。

生：学习模拟老师的动作。

（四）熟唱歌曲

师：我们来进行比赛好吗？

生：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五）综合活动

师：请同学们自愿选择歌曲的表现方式如演奏、演唱或表演，到台前展示。

生：自己选择表现方式展示。

四、拓展活动

（一）了解日本风土人情

师：请同学们将课下搜集的日本资料介绍给大家。

生：风土人情、音乐、地理环境。

（二）聆听日本其它歌曲

师：请同学们再来听几首日本流传的民歌（播放《樱花》《拉网小调》音乐）

生：聆听。

师：小节：我们这一段的环球采风就结束了，但我们的音乐列车仍在进行，让我们聆听

更多更好的音乐吧!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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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红蜻蜓》

日本 旋律线

第三篇 《唢呐配喇叭》

1.题目：二年级《唢呐配喇叭》片段教学

2.内容：

`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表情的弹唱曲目。

（3）适当动作讲解打击乐器的演奏。

（4）与学生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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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谜语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出示课件：“一座天桥弯又弯，七种颜色真好看，雨后才往天上挂，行人汽车不

能上。”引导学生猜猜看，它是谁？

一、节奏导入

1.教师排列罐子并拍-拍节奏(运用两种不同排列法)。并向学生提问：这两种节奏有何

不同。根据学生回答出示节奏谱例：①X XX ②X X。之后让学生读一读、拍一拍感受不同节

奏带给你的感觉。随后利用以上两种节奏型为歌曲《唢呐配喇叭》进行伴奏。

2.引出课题。

二、教授新课

（一）初次聆听歌曲

1.教师范唱，引导学生说出歌曲中总共出现了哪些乐器。谈一谈你对这些乐器的认识和

了解。（唢呐和喇叭）

2.根据学生回答，向学生出示喇叭和唢呐的照片，并讲解两种乐器的异同。

（二）复听歌曲

1.复听歌曲，引导学生利用肢体模仿歌曲中不同乐器的演奏方法。

2.播放音频《百鸟朝凤》感受唢呐的音色。

（三）声势教学，解决难点节奏

1.再听歌曲，引导学生用手击拍课本中给出的节奏，为歌曲伴奏。学生自主发现难点节

奏，解决空拍、附点等节奏。

2.利用对比的方法，向学生出示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不同的演唱速度。注意十六分音

符的演唱速度。

（四）学唱歌谱

1.教师范唱歌曲旋律，引导学生找出歌曲中模仿里拉乐的部分，并进行本句的模仿演唱。

2.教师用钢琴演唱，并引导学生利用不同唱法进行演唱。

3.全体演唱，教师提示学生用欢快、热烈的情绪进行演唱。

4.男女生接唱。

（五）完整演唱

1.教师播放歌曲范唱录音，学生跟音乐默唱歌曲，进一步完整的体会歌曲。

2.教师播放歌曲的伴奏音乐，学生跟音乐用欢快而富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在演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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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利用肢体进行随意的舞蹈。感受歌曲的欢快、热烈。

三、巩固练习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演唱，采用合唱、领唱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演唱完之后进行

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四、音乐活动

教师引导学生分组为歌曲配伴奏。学生可利用奥尔夫小乐器进行创编，之后引导学生进

行分组表演，生生评价，教师总结。

五、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够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然。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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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晚风》

1.题目：五年级《晚风》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表情的弹唱第一声部。

（3）引导学生掌握 6/8 拍的强弱关系。

（4）与学生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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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音乐导入，激发情感

1.播放《渔舟唱晚》

师：从音乐声中你能想像这是怎样的景色?

聆听了中国风味的乐曲之后，让我们通过一首俄罗斯的《晚风》来感受一些国外音乐家

是用怎样的旋律来描写夜晚的景色的。

二、新课教授

（一）感受音乐

1.播放歌曲《雪绒花》，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体会歌曲的情绪与速度。

（二）发声练习

应注意嗓音保护知识的学习。

1.火车火车来了，呜呜呜……5654 34 55 5-

（三）学唱歌曲

1．这部分是教学重点，进行节奏讲解，听辨活动：4/4 拍还是 6/8 拍

①先听教师弹奏一遍，想一想?

②听一听，划划拍，试一试。

③结合奥尔夫的声势教学法，带学生根据 6/8 拍的强弱关系：拍手、跺脚、跺脚、拍腿、

跺脚、跺脚，边唱边打击节奏检验一下。

2.教师演唱，跟琴模唱：教师用原歌曲的速度与情绪演唱歌曲，后用琴演奏旋律，学生

用“la”或“lu”跟唱、模唱、视唱、背唱旋律，教师及时指出学生的音准问题并纠正。过

程中结合科尔文手势，加强学生对旋律的掌握。

4.歌词朗诵，体验情感：采用问答的形式引导学生讨论歌词、拍子、等音乐元素对表达

思想感情的作用。例如：学生跟着节奏读歌词，感悟歌词中安逸、宁静的意境。

（四）分声部演唱

本歌的难点是二声部合唱，其基础是二声部曲调要唱得和谐、均衡。平行三度的二声部

合唱不容易唱好，要做些听觉上的辅助练习。

(1)学生唱第一声部，教师唱第二声部，要求相互都能倾听。

(2)听伴奏学生学唱第二声部。

(3)教师唱第一声部，学生唱第二声部。

(4)学生二声部曲调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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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声部曲调较稳固的基础上，再唱歌词，注意力度记号，以轻柔的声音唱出其晚景。

（五）完整演唱

1.教师播放歌曲范唱录音，学生跟音乐默唱歌曲，进一步完整的体会歌曲。

2.教师播放歌曲的伴奏音乐，学生跟音乐用欢快而富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在演唱的

同时，可以利用肢体进行随意的舞蹈。感受歌曲的欢快、热烈。

三、巩固练习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演唱，采用合唱、领唱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演唱完之后进行

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四、音乐活动

教师引导学生分组运用竖笛为歌曲编配简易伴奏，之后引导学生加入二声部演唱进行表

演，生生评价，教师总结。

五、课堂小结

师：愉快的音乐课马上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呢？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表现的很棒，相互之间懂得协

调合作， 通过这首宁静、优美的歌曲培养了大家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板书设计：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12 -

第五篇 《我们大家跳起来》

1.题目：四年级《我们大家跳起来》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弹唱歌曲，讲述教学难点；

（3）与学生有适当的互动。

【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通过情景导入，直接开门见山邀请孩子们参加舞会“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参加今

天的舞会，在舞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美妙的钢琴曲《小步舞曲》，请同学们跟着

老师一起律动。”走进今天的课堂。

二、聆听音乐，感受舞曲

（一）初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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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播放多媒体，并且告诉学生，想要顺利的参加舞会，跳出好看的舞蹈，必须熟悉

歌曲的拍子，提出问题歌曲是几拍子的，强弱规律是怎样的？

学生自由回答，教师总结：四三拍，强弱弱的强弱规律。

2.教师再次播放音乐，简单介绍巴赫是德国著名作曲家、古典音乐大师，以及小步舞是

当时流行于贵族的宫廷舞蹈，跳舞时人的姿态要端庄、文雅、优美。

三、学唱音乐，了解舞曲

在学唱歌曲之前，进行发声练习。运用柯尔文手势边唱边做 12345.

1.首先教师范唱一遍歌曲，要求学生跟着小声哼唱，并用手在空中划出旋律线，感受乐

曲的起伏。

2.学生用 lu 演唱旋律，教师提出问题“这首歌一共有几个乐句？其中有没有旋律相同

的乐句？”

回答：四句。有相同旋律。

3.教师弹唱歌曲，学生加入歌词演唱，教师提出问题倒小三角有什么含义？

通过老师演唱有记号和无记号的相同旋律，学生自主发现，倒小三角有短促的作用。

教师总结口诀：黑三角，小又小，唱的轻巧短又跳▼为顿音记号

4.再演唱一遍，教师打着拍子，学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感受强弱弱的强弱规律。

四、巩固练习，融入舞曲

师：大家舞曲都掌握的非常好，但是要想顺利的参加舞会，必须要学习舞蹈动作，有没

有信心？

1.教师示范小步舞基本步伐（左右右 右左左 左右右 右左左 前右右 后左左 前右右

后左左）

2.学生模仿跟随音乐，模仿教师动作

五、创编活动，参加舞会

师：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每一位同学需要给自己找一位小小的舞伴进场哦

学生分组，参加舞会

六、课堂总结，舞会结束

1.教师提问学生今日收获，进行总结

2.伴随着小步舞曲，结束课程。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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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跳起来

1=C ¾ 巴赫 曲

▼ 顿音记号

第六篇 《小小少年》

1.题目：四年级《小小少年》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弹唱 1—8 小节；

（3）设计合唱部分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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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激发情感

1.在上课开始之前.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过烦恼呢？都

是什么样的烦恼？

学生自由回答

2.教师继续说：“哦，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有个外国少年，他也有烦恼，让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走进今天的课堂。

二、聆听音乐

（一）初听音乐

1.播放音乐，教师提出问题“这个少年是不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再烦恼啊？”

学生回答：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烦恼增多。

2.教师再次播放音乐，带领学生边听边轻轻打节拍，感受四四拍的强弱节奏。

三、学唱音乐

在学唱歌曲之前，指导学生身体坐直，气息下沉，口腔打开，进行一个发声练习。跟随

教师用 wu 模唱 13 24 35 46 5。为后面合唱有大三度做准备。

1.首先教师范唱一遍歌曲，提问学生，歌曲有什么特点？

学生通过回答总结出，12 句和 45 句旋律和歌词都一样。

2.接着学唱简谱，老师弹唱一句，学生学习一句。

3.教师请出一只小动物，帮助大家掌握今天的新知识。

通过“知了”的读法，学生能够学会福点八分音符的正确演唱。

4.带入歌词，有感情的演唱。

5.学习第二声部，教师弹奏低声部，学生学习。熟悉之后，教师弹奏高声部，组织学生

演唱低声部，进行教学。

并且要求学生的音准问题。

四、巩固练习。

1.分组 pk，分别在合唱部分演唱高声部和低声部，教师进行鼓励评价。

五、创编活动

1. 教师多媒体播放电影《英俊少年》中的插曲《小小少年》，学生进行欣赏。老师讲述

电影的大致内容，结合内容说一说音乐在电影中起到什么作用。

学生讨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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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堂总结

在课堂的最后，老师进行总结：“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烦恼，我们

同学们也要像影片中的小主人公一样，烦恼来临时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克服困难，勇敢迎接

生活的挑战，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板书设计：

小小少年

1=C ⁴/₄

中速、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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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摇篮曲》

1.题目：《摇篮曲》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弹唱歌曲，讲述教学难点；

（3）简单讲述作曲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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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准备多媒体图片，维也纳以及金色大厅的图片，带领学生观看，了解音乐之城，

进入今天课堂。

二、聆听音乐

（一）初听音乐

1.教师播放多媒体，并提问学生听完这首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

学生回答：平静的，亲切的

教师告诉学生本首歌是母亲哄孩子睡觉唱的。

2.教师再次播放音乐，要求学生打这拍子感受歌曲情感。

播放完毕后，教师讲述舒伯特创作《摇篮曲》的小故事以及舒伯特的简单生平。

三、学唱音乐

在学唱歌曲之前，进行发声练习。跟随老师用 wu 演唱 13 51 53 1.

1.首先教师范唱一遍歌曲，要求学生跟着小声哼唱，并用手在空中划出旋律线，感受乐

曲的起伏。

学生感受到是平稳的，好像是妈妈在孩子耳边轻轻的呢喃。

2.带领学生打着拍子根据节奏朗读歌词，熟悉歌曲节奏。

3.教师弹唱歌曲，学生唱简谱，请出今天乐曲的新朋友-装饰音

提问学生装饰音应该如何演唱，学生自由回答。

教师分别演唱有装饰音记号和没有装饰音记号的旋律，学生自主发现装饰音的演唱方法，

教师总结。

4.加入歌词，再演唱一遍。提出问题“让小宝宝入睡声音应该怎么样？力度强还是弱？

速度呢？”

学生自由讨论，得出结论：力度是弱的，速度是缓慢的。

四、巩固练习

带领学生，加入感情、力度再次演唱歌曲。

五、创编活动

创编游戏：分组表演，分别演母亲和孩子，跟随音乐展示动作。

六、课堂总结，舞会结束

1.教师提问学生今日收获，进行总结，回味母爱，邀请学生讲述与妈妈的故事，下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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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板书设计：

摇篮曲

1=G ⁴/₄ 舒伯特曲

前倚音

第八篇 《愉快的梦》

1.题目：四年级《愉快的梦》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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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表情地弹唱歌曲；

（3）与学生有适当的互动。

【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通过抛出问题，“有没有做过梦”和“做过什么有趣的梦”，这两个问题，让学生

回忆并自由发言。

2.学生积极思考，答案五花八门，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赞同。

3.告诉学生有一位日本小朋友也做了一个梦，一起去看看他做了什么，引出《愉快的梦》

二、聆听音乐，感受“梦”

（一）初听音乐

1.教师播放多媒体，并且提出问题歌曲的速度、情绪是怎样的？

学生回答：中速、优美的。

2.教师再次播放音乐，并提问学生：“这位小朋友的梦里都有什么呢？描绘了一个什么

样的画面呀。”

通过提问学生，回答出梦里有椰子岛、小矮人等等…描绘了一个非常美丽愉快的梦境

三、学唱音乐，了解“梦”

在学唱歌曲之前，指导学生身体坐直，气息下沉，口腔打开，进行一个发声练习。跟随

教师用 a 模唱 13 24 35 42 1。

1.首先教师范唱一遍歌曲，要求学生跟着小声哼唱，并用手在空中划出旋律线，感受乐

曲的起伏。

2.带领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歌词，同时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找出歌曲中出现的⌒连线符号。

提出问题，这个符号的作用是什么？

学生自由讨论，教师示范演唱有⌒连线地方的旋律，让学生体会连线的意义——圆滑线

和连音线，理解圆滑线以及连音线不同的演唱方式 。

3.教师弹唱歌曲，学生演唱一遍旋律，感受歌曲中出现的下行旋律。

如

4.再演唱一遍，教师打着拍子，学生加入歌词，注意要求学生带着感情去演唱。

四、巩固小练习。

1.老师弹奏高声部旋律，引导学生演唱低声部，注意强调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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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组 pk，把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演唱高声部，一组演唱低声部，演唱之后进行评价。

五、创编小活动

1.回顾之前歌曲中的下行旋律。

2.学生四人为一小组进行讨论创作一句下行旋律，之后邀请一组学生上台分享，并进行

鼓励评价，

六、课堂总结，结束“梦”

1.教师这样提问“同学们，今天的课到这里就要快结束了，你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生回答：知道了这位日本小朋友做了什么样的梦，以及学会了圆滑线和连音线的区

别。

2.伴随着歌声，结束课程。

板书设计：

愉快的梦

↓ ↓

圆滑线 连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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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原谅我》

1.题目：三年级《原谅我》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体会三拍子的强弱规律。

（3）适当动作讲解打击乐器的演奏。

（4）与学生有互动。

【试题解析】

一、师生问答导入，激发情感

1.师：同学们跟自己的好朋友发生矛盾了会怎么做呢？ 拥有朋友的感觉真好！轻松．快

乐……但是，朋友间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小误会，这时，你会怎样向他倾诉，去表达你

对他的歉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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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课教授

（一）感受音乐

师：刚才，我们都是用平常的说话来表达歉意的，今天呢老师要教给同学们一种特殊的

道歉方式——用自己真诚的歌声去倾诉，仔细听！

1.播放歌曲《原谅我》，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体会歌曲的情绪与速度。

（二）学唱歌曲

1．这部分是教学重点，进行节奏讲解：

①先听教师弹奏一遍，想一想?

②听一听，划划拍，试一试。

③结合奥尔夫的声势教学法，带学生根据三拍子的强弱关系：拍手、拍肩、拍肩，边唱

边打击节奏检验一下。

2.采用对比教学法：向学生示范附点节奏的错误与正确的唱法，引导学生掌握特殊节奏

的演唱方法。

3.教师演唱，跟琴模唱：教师用原歌曲的速度与情绪演唱歌曲，后用琴演奏旋律，学生

用“la”或“lu”跟唱、模唱、视唱、背唱旋律，注意弱起的分句，教师及时指出学生的音

准问题并纠正。过程中结合科尔文手势，加强学生对旋律的掌握。

4.歌词朗诵，体验情感：采用问答的形式引导学生讨论歌词、拍子、等音乐元素对表达

思想感情的作用。例如：学生跟着节奏读歌词，感悟歌词中内疚的情绪，向朋友倾诉自己的

“一点错”，而表达对同伴的信任。

（三）完整演唱

1.教师播放歌曲范唱录音，学生跟音乐默唱歌曲，进一步完整的体会歌曲。

2.教师播放歌曲的伴奏音乐，学生跟音乐用圆润而富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

三、巩固练习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演唱，采用合唱、领唱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演唱完之后进行

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四、音乐活动

教师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打击乐组为歌曲编配伴奏。对于铃鼓和三角铁的使用方法进行

讲解，在学生分小组讨论练习后，进行分组表演，生生评价，教师总结，评选出最佳表演小

组。

五、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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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引导学生领悟到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

与同学总少不了矛盾和误解，老师希望：当你和同学朋友发生不愉快的事或争吵时，要勇于

道歉，承认自己的过错，消除误会，让一切重归于好！

板书设计：

第十篇 《剪羊毛》

1．题目：剪羊毛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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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以愉快而风趣的情绪演唱歌曲，体验劳动的快乐；

（3）感受附点节奏及休止符赋予歌曲欢快跳跃的情绪；

（4）引导学生创编节奏，创编动作，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教学设计】

课题：《剪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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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型：唱歌课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学唱歌曲《剪羊毛》，体验劳动的快乐。

过程与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创编节奏，创编动作，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知识与技能：完整演唱歌曲《剪羊毛》，唱准其中的附点节奏及休止符。

教学重点：以愉快而风趣的情绪演唱歌曲《剪羊毛》。

教学难点：学生能够根据歌曲特点创编节奏，创编动作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视频播放《孤独的牧羊人》。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音乐。

师：多么可爱的小羊啊！不光可爱就是它这雪白的羊毛还有很多的用途。我们穿的羊毛

衫、羊绒大衣都是用它加工而成的。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到世界上最大的羊毛生产国澳大利

亚去参观一下。（课件）

师：澳大利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因为羊特别多，所以澳大利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

的国家”。

师：每年到了春夏之交，所有牧场、农场都将羊集中在一起剪下羊毛，然后出口到其它

国家，由此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二、活动参与，感受音乐

师：你们看过剪羊毛吗？谁能模仿剪羊毛的动作？

生：模仿剪羊毛动作。

师：今天老师也领来了几只可爱的小羊，他们身上的毛这么长，你们想不想替它们剪一

剪呢？（播放伴奏音乐）

生：生随音乐做动作

师：同学们剪得可真不错，很多同学都剪出了节奏。谁愿意展示给大家。（指两名学生

到前展示）

师：你们做的可真棒，老师也想来剪一剪。（出示附点节奏）

师：老师把刚才的节奏排列一下，同学们仔细观察，它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出示三

条节奏）

生：结尾处都有一个四分休止符

生：都有附点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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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后两小节节奏相同

三、学习新课，感受歌曲

（一）初听歌曲

师：同学们看，牧场的工人剪下了许许多多的羊毛，你们看这些羊毛像什么？

师：看着这么多的羊毛，工人叔叔情不自禁的唱起歌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歌中唱些

什么？表现了什么？

师：工人叔叔这种愉快的劳动心情也感染了老师，我也想用歌声表达愉快的心情。你最

喜欢老师唱的哪一句？试着唱一唱。

（二）教师范唱

师：同学们表现的真棒！让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愉快心情唱一唱吧。

师：哪位细心的同学发现符点和休止符在哪句里了？你试着唱唱这句。（师弹琴指名唱）

师：同学们你发现有符点和休止符的节奏可以使歌曲有什么样的情绪？

生：欢快、跳跃……

师：来试试，唱唱欢快跳跃的情绪

（三）巩固歌曲

生：唱出欢快跳跃的情绪。

师：如果你亲自加入剪羊毛的劳动之中，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生：愉快、自豪……

师：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种自豪和愉快的心情演唱歌曲。

四、拓展延伸，表现音乐

师：牧场真是热闹，除了羊毛剪子的咔嚓声、羊的叫声，你还能听到其它的声音吗？

生：牛、狗……

师：那么我们邀请动物们一起来唱歌好吗？你想在哪一句加入动物的叫声？在哪里加上

动作？和小组同学讨论编排一下，通过歌声以及你的表情，把我们对劳动的热爱还有自豪的

心情表达出来。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澳大利亚歌曲《剪羊毛》，你有哪些收获？让我们同唱歌曲最后一句：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劳动，幸福生活一定来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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