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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春节序曲》

1.题目：七年级《春节序曲》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可以自主演唱乐曲的主题部分

（3）了解同头换尾的创作手法

（4）与学生互动。

【试题解析】

一、视频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将剪辑好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视频在多媒体中播放（含近 10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片

段），请学生找出每一年的春节晚会有什么相同之处？

2.学生思考，教师总结，每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都是以同一首乐曲《春节序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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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引出本节课的欣赏作品《春节序曲》

二、介绍作品

1.介绍作者李焕之

2.介绍作品创作背景。

师：“同学们，这首作品是李焕之 20 世纪 50 年代李焕之在延安生活时期创作的，展现

了当年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春节时热烈的欢庆场面”。

三、完整聆听作品

1.提问：这是一首什么体裁的乐曲？乐曲根据速度和情绪可以分为哪几个部分？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师：乐曲由引子+第一部分+中间部分+重复部分组成。

四、分段聆听

（一）欣赏引子部分

1.欣赏引子 1 和引子 2，对比两个引子在情绪、速度上的不同，给乐曲营造了怎样的氛

围呢？

2.学生分组讨论，教师请学生回答，并总结。

师：“两个引子具有明显的对比性质，以强烈的节奏、起伏的旋律，将乐曲中欢快的情

绪洋溢了出来”，接着请同学们带着欢快的情绪继续欣赏乐曲。

3.再次播放引子部分，学生跟着音乐合唱

（二）欣赏第一部分

1.播放乐曲第一部分主题，请学生想象看到了什么场景？

2.学生发言，教师总结，描述乐曲这一部分体现了欢快的热闹场面

3.再次欣赏这一主题，出示乐谱，请同学们说出这一部分采用的创作手法。

教师总结（同头换尾）

（三）欣赏第二部分主题

1.请学生对比聆听这一主题与第一部分的主题有什么区别？

2.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同学们，这一部分的音乐旋律转为抒情、悠扬，你们能想象到怎样的场景呢？”

3.学生讨论，发挥想象，讲出自己的乐曲的理解。

4.教师总结：第二主题柔和、明亮，舞蹈性的节奏与第一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

了人们偏偏起舞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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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跟着音乐自主哼唱乐曲主题。

（四）欣赏全曲

1.聆听全曲，说出乐曲结尾特点。

师：“同学们，乐曲播放完了，你们能说说乐曲的结尾部分有什么特点吗？”

2.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师：“同学们说的非常好，乐曲的最后再现首部，音乐在炽热的欢腾中结束，再一次表

现了欢庆高潮的场面。”

3.全班起立，做出秧歌动作，跟随音乐摆动

4.再次回到乐曲的结构，请学生自己写出歌曲的结构。

引子+A+B+A【板书】

五、音乐活动

1.带领学生以不同的形式感受节日的喜庆气氛的特征。恰当地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的秧歌

舞步，再教授拿扇子的手势，鼓励学生在此基础上，随音乐的发展再发展，用优美的舞姿去

表现乐曲的情绪。之后用手臂舞动彩巾，跟随脚步一起跳动。一部分同学拿扇子跟随音乐舞

动，另一部分拿彩巾舞动。这样，听和动、感受和表现密切结合起来了。

2.表演结束后，互相评价

六、课堂总结

1.师生共同总结

2.回去搜集更多的关于节日的管弦乐作品，下节课和大家一起分享。

七、板书展示

春节序曲

李焕之

引子+A+B+A

同头换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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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儿行千里母担忧》

1.题目：八年级《儿行千里母担忧》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了解西皮流水唱腔；

（3）学生可以自主演唱京剧片段；

（4）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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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戏歌导入

1.播放歌曲《新贵妃醉酒》进入课堂

2.师生合唱戏曲《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感受京剧唱腔。

二、作品介绍

1.介绍作品《儿行千里母担忧》

师：《儿行千里母担忧》选自京剧传统剧目《三家店》，该剧讲述了主人公秦琼被权奸所

害，押解赴登州，夜宿三家店，瓦岗寨上众英雄及押解官罗周等前来搭救的故事。该唱段是

秦琼咋被押解路上所唱，既表现了他对亲朋好友的依依不舍，也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深眷念，

唱出了英雄心中的凄苦与无奈。

2.学生对作品背景了解之后，请大家讲述关于父爱母爱的故事。

三、戏曲欣赏

（一）初听乐曲

1.教师演唱

提问：同学们请仔细听，有哪些字的发音与平时说话不一样呢？

2.师生共同找出唱段中的“上口字”，如“哥”。

3.教师带领学生念这些字的标准读音。

（二）学唱戏曲前半段

1.带领学生进行发声练习

师：请大家跟着老师的手势，用 yi ya 再次练习波浪音和螺旋音，感受唱腔特色

2.学生跟教师轻声演唱歌曲前半段

3.教师为学生讲解西皮流水腔

（三）分句学唱

1.第一乐句

师：同学们老师先示范演唱第一句，大家注意这里里面的上口音。（唱）请大家注意“街、

声、朋”几个字。

a.请学生跟着教师用京剧的唱腔朗读

b.跟着多媒体演唱 2遍，强调吐字发音。

2.第二乐句学唱

a.教师示范演唱，强调上口字“并、听、贼、坡”几个字（示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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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生用京剧唱腔朗读歌曲

c.跟着多媒体演唱 2遍，强调难唱的字。

3.学生自主模仿学唱后面两句。

4.为学生讲解西皮流水腔。

师：同学们，请注意课本上左上角的“西皮流水腔”，它的板式是四分之一拍，唱句节

奏比较紧，故在每个分句之间的停顿不太明显，各分句的落音变化亦较多。是叙述性较强的

一种板式，适合表现轻快或者慷慨激昂的情绪。（板书唱腔和节拍）

5.带领学生完整哼唱片段。

四、音乐活动

1.出示《三家店》演出图片

2.将学生分为 3组，进行表演唱。教师将事先准备好的伴奏乐器拿出来，为学生进行伴

奏。师生合作表演。

3.师生互相评价

五、课堂小结

1.师生共同总结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儿行千里母担忧》学习到了什么呢？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不仅学到了京剧的唱腔、吐字，而且感受到主人公秦琼的孝心。

回去同样要对自己的父母更加关心。

3.欣赏全曲，结束本节课。

六、板书展示

儿行千里母担忧

京剧

上口音

西皮流水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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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卡门》

1.题目：九年级《卡门》选段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了解 AB 两段的乐曲内容和情绪特征

（3）了解回旋曲式结构

（4）与学生互动。

【试题解析】

一、故事导入

1.为学生简单介绍《卡门》的故事。学生了解故事内容，引出《卡门序曲》

二、作曲家介绍

1.介绍作家“比才”

2.引出“序曲”概念。

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序曲呢？

3.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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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作品

（一）初听乐曲

1.完整欣赏作品

提问：听完乐曲时候你有怎样的感受？根据作品的情绪能将它分为几个部分？

2.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师：同学们都听的非常仔细，作品一共分为三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深入的了解这部乐曲。

（二）聆听 A 片段

提问：这段音乐的情绪如何？是用什么乐器进行叙述的呢？

1.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师：这一片段的情绪非常欢快，描写的是激烈得斗牛场面，用木管乐器及小提琴奏出旋

律，气氛欢快热烈。

请大家再次跟着音乐感受这热闹的气氛，想象当时的场景。（再次播放 A 片段）

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热烈的情绪呢？大家能不能从节奏上帮老师分析一下？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节奏较为紧密，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快速出现，形成了热烈欢快的

场面。

2.请学生由慢至快模唱十六分音符。

（三）聆听 B 片段

1同样思考问题：这一部分是情绪是怎样的呢？

2.学生讨论交流，教师总结。

这一段的速度是欢快的，展现了妇女、儿童在斗牛场上欢迎斗牛士到来的场景。

3.请学生跟随音乐模唱 B片段，并记忆。

（四）聆听片段

1.思考问题，这一部分的情绪有变化吗？与第一主题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2.学生讨论回答，教师总结

师：同学们听的非常仔细，这一部分同样为欢快的快板，刻画了西班牙斗牛士气宇轩昂、

英姿勃勃的状态。

（四）分析歌曲曲式

1.再次完整聆听作品，

师：请大家用 ABC 代替三段音乐，听到哪一段，就在本子上写出哪一段，我们一起来写，

看看写的一不一样。（板书）A+B+A+C+A。【写完后对大家的成果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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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结乐曲为回旋曲式结构。

3.最后再次完整的欣赏作品。

四、拓展欣赏

1.欣赏流行歌曲《再见，卡门》

五、课堂小结

师：今天我们欣赏了比才的经典作品《卡门》，同时也简单了解了这部作品，但是音乐

的意义是无边的，希望大家课后回去能够多翻阅关于比才创作《卡门》时的资料，下节课带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课！

卡 门

比才

回旋曲式结构：A+B+A+C+A。

第四篇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1.题目：七年级《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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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介绍京剧基本功。

（3）与学生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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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故事导入

1.通过电影展示项羽被困垓下时的境遇，结合语言表述，向学生表达清楚项羽与虞姬的

悲惨爱情。

2.引出课题：虞姬在楚霸王项羽被困后，终于将项羽劝睡，移步账外，为排解愁绪，唱

出本节课要欣赏的唱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板书）

二、教授新课

（一）初次聆听歌曲

1.引导学生们说出本节课要欣赏的作品是京剧选段，京剧包含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本节课内容是旦角选段，引出梅兰芳，四大名旦之一，开创了梅派旦角唱法。

（二）复听歌曲

1.朗读唱词，初步体会虞姬的愁绪。

2.引导学生们熟悉选段的旋律，跟唱旋律，体会旋律的走向，用划旋律线的方式记录旋

律，并用语言概括旋律特点，例如一字多音，旋律尽可能的挖掘歌词的内涵，即意境的表达

非常重要，是京剧非常重要的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画相同，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展

示几幅画。

拓展知识：京剧四门功课（唱、念、做、打）

3.通过问答形式，引导学生听辨伴奏乐器，分辨文场与武场。“同学们，伴奏大家能听

清楚吗？有打击乐伴奏的称为武场，没有打击乐伴奏的称为文场，在聆听音乐时，你们能听

到打击乐器吗？”

（三）观看视频

将欣赏音频改为观看视频，学生们在之前的聆听中，已经了解京剧的表达方式，结合视

频，引导学生注意人物在唱每个字时，手的具体动作，并模仿。将对歌词的理解与意境的体

会紧密结合起来。

可以让学生上台表演，并说出自己的心得体会（猜一猜为什么要这样做动作），并开展

自评、互评与教师评价，提高学生们的模仿能力。

拓展知识：京剧五法（手、眼、身、法、步）

（四）教师示范

教师范唱前两句，并结合手势动作，引导学生们跟着来唱，体会京剧唱腔。

三、巩固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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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唱、表演、伴奏的分工，每个小组内部自由分工，不同的学生分别负

责唱、表演、伴奏。伴奏乐器由老师提供，可以音乐课上常用的乐器木鱼、三角铁等，也可

以有学生自己发明乐器。不同的乐器也要做好内部分工，有负责打拍子的，有打节奏的等。

五、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课收获,学生简单了解了京剧的体裁特点、表达方式等基本知识，

通过模仿，体会了京剧对意境极强的表现力，领略到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知道了京剧大师梅

兰芳。

板书设计：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梅兰芳

意境 唱词 一字多音

四功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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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渴望春天》

1.题目：七年级《渴望春天》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感情地边弹边唱

（3）指导学生用声音表现出歌曲的强弱规律

（4）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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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古诗结合乐曲导入，激发情感

1.首先请学生说出关于春天的古诗，并背诵。

2.播放乐曲《春之声》，创设春天情境。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领略春天，从而导入歌曲。

二、初听歌曲

1.接着使用多媒体播放《渴望春天》，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思考，听完本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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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你的感受是什么？歌曲的段落是如何划分的？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并简单的介绍歌曲以及有“音乐神童”之称的作者莫扎特。

师：“同学们，莫扎特是一位天才音乐，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积

极的乐观态度，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今天的歌曲--《渴望春天》。”

三、歌曲学唱

（一）节奏难点突破

1.节拍练习，在多媒体出示八六拍的指挥手势

师：“同学们，请注意，八六拍的节奏强弱规律为强，弱，弱，次强，弱，弱。”

2.请学生用肢体拍打出节奏的强弱规律

3.请一个学生上台来进行指挥，带领大家一起朗读歌词。

4.请学生讨论歌词内容。

（二）旋律的学唱

1.发声练习

2.弹奏钢琴，有感情地示范演唱。

提问：“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歌曲的演唱有什么特点吗？”

3.学生回答，教师总结，引出弱起的练习。

4.讲解弱起知识点，带领学生练习旋律。

5.学唱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

师：同学们，请大家跟着老师的钢琴，用 la 音轻声哼唱第一和第二乐句，在高音处记

得轻轻唱，注意保护自己的嗓子。

6.完善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的演唱。请同学们注意休止符部分，再次哼唱。

7.学唱第三乐句和第四乐句。

师：同学们，这是歌曲的最后两句，请大家在哼唱的时候注意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也可

以跟着音乐轻轻摇晃自己的身体，感受歌曲的节拍特点。

8.学生自主演唱歌曲的第三、第四乐句，并注意旋律中变化音的音准。

9.教师弹伴奏，学生自主演唱歌曲。

师：同学们接下来，请大家完整的演唱歌曲，将歌词带入到旋律中。完整的感受莫扎特

在歌曲中灌输的情感。

10.师生合作完成歌曲，教师指挥，学生演唱。

四、歌曲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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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展欣赏乐曲《g小调 40 号交响曲》，在作品中再次感受莫扎特乐观的精神。

五、音乐活动环节

1.学生分组讨论在两首作品的旋律特点，结合自己的课外知识谈一谈莫扎特的音乐精神。

2.小组代表进行发言，互相评价

3.最后完整的演唱歌曲，结束本节课。

渴望春天

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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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赛龙夺锦》

1.题目：七年级《赛龙夺锦》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了解广东音乐；

（3）指导学生为片段创编打击乐伴奏；

（4）与学生互动。

【试题解析】

一、结合视频谈话导入

1.播放端午节赛龙舟的视频，请学生自习观察视频中的特点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赛龙舟中有齐心协力的呐喊声、岸边的加油声、打击乐声。引出

广东赛龙舟音乐《赛龙夺锦》【板书】

二、介绍作者

1.介绍作者何柳堂

三、初听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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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问：同学们，听完这首作品，给你的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听出是由哪些乐

器演奏的吗？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作品欢快热闹，表现了赛龙舟时热闹的场景。有打击乐、吹奏

乐器和弦乐。引出广东音乐概念。

3.出示广东音乐演奏图片，并为学生介绍。

四、分段欣赏

（一）欣赏引子部分

1.提问：听完这段音乐，你的是感受是什么呢？

2.学生讨论派代表回答，教师总结，评价学生的回答。

3.再次播放乐曲，请学生跟着音乐拍打节奏。

（二）欣赏引子和第一段

1.提问：这一段音乐的特点是什么？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师：同学们，这一段鼓声稍慢，但是节奏感很强，大家能想象到什么画面呢？是不是划

龙船的队员们正在慢慢的统一节奏呢？

3.再次播放音乐，请学生们跟随音乐节奏做划龙船的动作，置身于音乐中。

（三）欣赏第二段音乐

1.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你的脑海浮现出了怎样的画面？音乐的情绪是怎样的呢？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师：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好，结合了划龙船时的情景，现在这段音乐节奏与原来相比更

加流畅、明快。表现了龙船队员们不甘落后，勇往向前，往重点冲刺的场景。

3.再次播放音乐，感受音乐的紧张气氛，请学生们跟着音乐的节奏，加快划龙船的动作

频率。

（四）欣赏第三段音乐

1.提问思考：这段音乐与之前的几段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展现了什么情景？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师：这一段音乐表现了竞赛者胜利的场景。所以节奏叫第二段音乐更加明快，情绪更加

高涨。

3.再次播放音乐，请学生设计胜利的动作跟着音乐做律动。

（五）完整欣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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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次完整欣赏，感受广东音乐的特点。

2.请学生结合音乐简单说唱广东音乐的特点。

五、拓展欣赏

1.欣赏电影《黄飞鸿》的片段，黄飞鸿出场的乐曲由《赛龙夺锦》改编。

五、音乐活动

1.将课前准备好的锣、小镲、木鱼等打击乐器分小组发给学生，为作品创编打击伴奏。

2指导学生为乐曲进行伴奏，表演。

3.学生进行表演，教师为大家进行指挥。课堂气氛非常热烈。

六、课堂小结

1.师生共同总结

2.搜集广东音乐的演奏乐器图片，下节课与大家分享展示。

七、板书展示

赛龙夺锦

何柳堂

引子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七篇 《想你的 365 天》

1.题目：《想你的 365 天》片段教学

2.内容：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20 -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表情的弹唱曲目。

（4）与学生有互动。

【试题解析】

一、故事导入

1.教师出示课件：电影《宝莲灯》的 1分钟视频展示，引导学生们简单回顾并表达电影

的故事情节：沉香历尽磨难，最终救出母亲的故事。简要介绍原唱李玟。

2.引出课题：通过问题“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想你的 365 天》把沉香对母亲的思念表达

得淋漓尽致，你们想听一下吗？”将学生对故事情节的兴趣引导到歌曲学习上。（板书）

二、教授新课

（一）初次聆听歌曲

1.播放音频，欣赏歌曲之前提出问题：歌曲的情绪与速度是怎样的？将学生们的注意力

集中起来，认真聆听。

2.学生通过聆听回答：情绪是对母亲的想念之情，速度中速稍快。

（二）复听歌曲，掌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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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们开始学习歌曲旋律，用“la”小声跟唱作品，用心聆听歌曲的旋律，经过几

次反复练习，学生们可以听出歌曲的结构特点，通过与学生们的问答，逐步把歌曲的结构梳

理清楚。例如：歌曲一共可以分为几段？每一段有什么特点？（歌曲是带再现三段体结构，

每一段包含四个乐句，第一、三两句是相同的，第二、四两句基本相同。第二段是对比，第

三段是再现）

（三）再听歌曲，理解内涵

引导学生再听歌曲后，说出歌曲表达的思想内涵，即歌词表达的内容。“春风扬起你我

的离别，夏雨打湿孤单的屋檐。秋夜飘落思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这样的歌词，

表达的是沉香与母亲离别的时间很长，失去母亲呵护的沉香感到非常孤单，每片红叶、每场

冬雪都寄托着沉香对母亲的思念。

（四）教师弹唱，深化情感

引导学生们联想自己的妈妈，想一下平时妈妈对自己的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母亲为

我们做的一切，用轻柔的钢琴伴奏将学生带到回忆中，教师开始弹唱。弹唱时注意歌曲情绪

的处理，尤其是速度与力度的对比，努力做到声情并茂。

（五）结合实际，谈谈母亲

学生们听完老师的弹唱，用语言表达妈妈对自己的关爱，教师通过简单的提问，引导学

生懂得感恩。例如“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呢？表现了妈妈怎样的心情？妈妈这么爱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呢？”

三、巩固编创，表达爱意

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创编情景剧，内容自定，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创编。教师引导学生们

自评、互评，并及时给予评价，鼓励学生们的音乐创造，巩固学生们对音乐课的喜爱、对音

乐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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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会母亲对自己浓浓的爱，更要

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例如将本节课学到的歌曲回家唱给妈妈听等。

板书设计：

想你的 365 天

1=D 4/4

春：离别

夏：孤单的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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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思念的红叶

冬：冬雪

第八篇 《雪绒花》

1.题目：八年级《雪绒花》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为 10 分钟。

（2）有感情地弹唱歌曲。

（3）利用三拍子的指挥图示讲解强弱变化。

（4）配合适当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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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

1.以《音乐之声》作为导入，教师讲述音乐剧的大致剧情，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作为学

习歌曲的铺垫。

2.引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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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介绍作曲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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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第二声部的旋律作为练声的旋律，用“啊”或“呜”练习。

（三）学唱歌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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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学生对旋律有了一定掌握后，用问题的形式提问学生：歌曲中有哪几句的旋律是一样

的，可顺势引出重复与再现的概念，进而剖析曲式结构：带再现的二段体。

2.视唱旋律，知识点播：教师提示旋律中有连音线，并简单讲解连音线的作用：用在不

用两个音之间的连音线，表示要唱的连贯。

3.节奏讲解，细致训练：这首歌曲的节奏舒展，以二分音符与四分音符为主，仅在第

17 小节处，有八分音符与八分休止符出现，这是为了突出与之前旋律的对比，打破一直平

稳的节奏进行。练习节奏时，在课件中播放 3/4 拍的指挥手势，学生打着拍子练习节奏，更

易表现歌曲的强弱变化规律。

4.歌词朗诵，体验情感：这部分是教学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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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歌词中借对雪绒花小

而白，纯又美的描述，表达人民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以及对祖国的祝福之情；作品运用

3/4 拍，中速，适合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

5.第二声部，体会关系：由于在发声练习中，已经熟悉了第二声部的旋律，且两个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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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歌词完全相同，教易掌握，简单练习后便可实现双声部合唱，演唱过程中，引导学

生体会声部之间的不同关系，方法用较慢的速度演唱，或教师用琴演奏一个声部，学生唱另

一个声部。体会双声部之间的优美音程，是本节课难点。

6.完整演唱，细节处理：在完成演唱环节，教师用 3/4 拍图示指挥，引导学生用不同的

力度演唱不同乐句，例如第一句（1-8 小节）与第二句（9-16 小节）运用的材料相同，故第

一句用稍强的力度，第二句用稍弱的力度演唱，凸显歌曲的情绪。

三、巩固练习

用多种形式巩固本节课学到的知识，例如用男女生演唱不同的声部、分小组合作演唱等。

四、音乐活动

1.旋律编创：本节课以旋律的发展手法、曲式结构及所表达的情感作为重点，音乐活动

亦应围绕这些展开，可引导学生用同样的发展手法创作简短的旋律。

2.舞蹈编创：分小组创编伴奏和舞蹈，发挥创造力。之后，进行展示表演，小组之间进

行自评和互评，设定“最佳表演奖”“最佳点评奖”等，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3.音乐游戏：歌曲中的分句较长，但每句中乐节较多，不同的小组交替演唱歌曲中的乐

节，注意强弱快慢的对比，具体实施时，由小组自行决定本组演唱时的速度与强弱，力求对

比明显，加深学生对音乐要素的理解。

五、课堂小结

学生首先总结本节课学到的知识，并进行感情的升华，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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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银杯》

1.题目：七年级《银杯》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 10 分钟；

（2）有表情地弹唱歌曲；

（3）讲解蒙古族音乐长调和短调的特点；

（4）与学生互动。

【试题解析】

一、歌曲演唱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演唱歌曲《乌兰巴托的夜》导入，提问学生：“歌曲具有哪个地方的音乐特点？”

2.学生自主回答，教师揭示歌曲是内蒙古著名的民族歌曲，被许多歌手翻唱，让更多的

人们了解蒙古族的音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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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跟着老师哼唱歌曲《乌兰巴托的夜》，结束后，引出本节课的蒙古族歌曲《银杯》

【板书课题】。

二、初听歌曲

（一）初听歌曲《银杯》，比较与导入歌曲的不同之处

1.多媒体播放歌曲《银杯》，听后请学生说出与歌曲《乌兰巴托的夜》的不同之处。

2.学生回答：银杯较为欢快、活泼。

3.教师总结，引出蒙古族音乐短调歌曲特点，并为学生介绍。

（二）了解歌曲

1.教师用钢琴弹唱，有表情的地表现歌曲

2.为学生介绍歌曲的背景。“同学们，每当节日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蒙古族人

民会再家里设宴，请大家喝奶酒，唱起祝福的歌谣，表示对客人的祝福”，《银杯》就是这样

的一首歌曲。

3.请学生找出歌曲的蒙古语“赛嘞日外咚赛”，结合歌曲上下歌词的内容，猜猜其含义。

4.教师揭示答案，简单揭示含义。“赛嘞日外咚赛”是来自蒙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好

上加好”，祝愿我们的家人朋友生活越来越好的祝福词。

5.请学生互相对同桌说“赛嘞日外咚赛”，表达自己的对同伴的新意，感受蒙语。（板书

出示）

二、学唱歌曲

（一）学唱歌曲旋律

1.教师弹奏歌曲伴奏，学生跟着哼唱，找出歌曲的中的演唱难点。

师：“同学们，在哼唱中，你们找到歌曲的特点和难点了吗？”

2.学生指出歌曲中的五度、八度大跳音程。

3.将两句难点旋律出示在多媒体上，分句解决旋律难点。

4.教师示范演唱，学生跟唱

师：“同学们，请你们尝试有高兴的声音去演唱这一句（赛嘞日外咚赛，朋友们），非常

好，我们再来反复练唱两次，大家都很棒，已经快要表现出蒙古族人民热情好客的特点了，

接下来，我们从头学习歌曲的旋律吧！

5.教师弹琴，逐句教唱，继续突破歌曲难点

师：“同学们，你们学的非常快，但是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欢聚一堂 敬请干一杯）这个

“杯”字要演唱出下滑音的特点（板书出示下滑音），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再反复唱两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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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蒙古族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了醇香的美酒。（唱）非常好。

6.学习完一段歌词，请学生跟着钢琴自主演唱第二段歌词。

师：“同学们，接下来第二段歌词请你们自己跟着钢琴演唱。”（弹琴）

7.完整聆听歌曲

师：“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完整的聆听一遍歌曲，请大家用心的感受蒙古族人民的热

情。”

8.师生互动演唱歌曲。

师：“歌曲听完了，接下来老师要请大家和我一起演唱表演歌曲”（唱）。

9.学生分组表演歌曲，评价。

三、歌曲拓展

1.聆听短调歌曲《嘎达梅岭》，请学生说一说两首歌曲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四、课堂小结

1.师生共同总结，完整演唱歌曲。

师：同学们，这一节课，我们通过歌曲《银杯》感受到了什么呢？

2.学生讨论回答，教师总结。

师：是的，这一节课，我们通过歌曲《银杯》感受到了蒙古族人民在节日、以及家人朋

友相聚时的热情好客，蒙古族的歌曲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挖掘，请大家回去多搜集关

于长调和短调的歌曲，下节课我们来一起分享。下课！。

五、板书展示

银 杯

蒙古族短调

赛嘞日外咚赛：好上加好

： 下滑音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28 -

第十篇 《青春舞曲》

1.题目：《青春舞曲》

2.内容：

3.基本要求:

（1）引导学生体会维吾尔族民歌的特点。

（2）为歌曲编创舞蹈或乐器伴奏。

（3）根据教学内容，配合适当的板书。

（4）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试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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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舞曲》

学段：初中

课型：新授课

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舞蹈导入

1.老师跳着维吾尔族舞蹈进入教室并提问：同学们，知道老师刚刚跳的舞蹈是哪个民族

的吗？

学生观察作答。

教师补充：维吾尔族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族，不但有好看的舞蹈，还有好听的音乐。

2.引出课题。

二、教授新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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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a”练声，12 34 56 54 32 1-

（二）感受歌曲

1.播放歌曲《青春舞曲》，以提问形式，引导学生体会歌曲的拍号、情绪与速度。

2.简单介绍作曲家。王洛宾：中国民族音乐家，将其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

播事业，被称为“西部歌王”。

（二）复听歌曲

1.教师演唱：引导学生感受歌曲的内容。（青春一去不复返）

（三）学唱歌曲

1.歌词朗诵，体验情感，引导学生体会歌词中表达出的青春易逝、珍惜时光的思想。

2.节奏讲解，细致训练，引导学生利用奥尔夫声势律动，带入歌词读歌曲节奏，先慢后

快，同时注意十六分音符节奏的准确性。对于稍快的节奏型，可着重练习

3.教师弹琴，跟琴模唱，学生用“la”或“lu”跟唱旋律，旋律线曲折多变，根据掌握

情况，及时提醒音准问题。

4.视唱旋律，知识点播，引导学生发现本歌曲中维吾尔族民歌特点，4 与 7 音较多，以

及每小节的重音规整而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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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带入歌词，跟琴演唱，注意歌曲节奏、情绪、重音的变化。

（四）完整演唱

1.带入情感，完整演唱，提示学生用有弹性的声音、自然自信的进行演唱。

三、巩固练习

鼓励学生练习本节课的节奏，一组打节拍，一组打节奏，相互配合，结束后另外两个组

做同样练习。在练习完之后进行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四、音乐活动

全班共同表演《青春舞曲》，分成唱歌组、乐器伴奏组、舞蹈组，并在学生练习的时候

进行适当的指导。分组表演，生生评价，教师总结。

五、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做小结，教师做补充，强调珍惜青春生活。

板书设计：

《青春舞曲》

1=F4/4

欢快地

4/4 XXXX XXXX X XX X |

3271 3217 6 64 3 |

【答辩题目】1.能说一说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吗？

【参考答案】

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为：学生能够自信、自然的演唱歌曲，学习歌曲中旋律与节奏的特

点，通过不同教学活动，学生能够认识和了解本乐曲中凸显的维吾尔族音乐的特点，并激发

学生对“青春”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2.除了舞蹈导入，本节课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导入方式？

【参考答案】

导入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堂课可以有多种导入方式。本堂课除了采用舞蹈创

设情境导入，还可以通过其余方式进行导入。如：在课前先与学生聊一聊青春，问学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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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感受，引导学生说出：青春很美好，但是一去不复返。从而引出“就有这样一首歌唱

青春一去不复返，告诉我们要珍惜美好时光的歌曲-《青春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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