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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干货和私货 关注我就知道了

小学音乐《我们的田野》



小学音乐《我们的田野》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情景导入

(1)播放《我们的田野》伴奏音乐，学生伴随音乐律动，走进教室。

(2)通过介绍自己的家乡，揭示课题《我们的田野》。

2.播放伴奏，老师演唱歌曲，感受歌曲中描绘的美丽风光，体会优美、抒情的旋律。

3.探究学习

(1)老师范唱歌曲，学生跟着小声哼唱，认识反复记号。

(2)老师弹伴奏，再由学生进行跟唱。在唱的过程中观察每一句话的开头有什么特点?

找出歌曲难唱的地方。

(3)老师讲解弱起。学生紧跟老师进行节奏的拍打，并分为四个小组进行练习。

(4)在演唱歌谱的时候要注意每句开头的演唱方法。

(5)学唱歌词

①随伴奏有感情地轻声读歌词;

②随伴奏轻声默唱歌词 2遍。

(6)老师再次弹伴奏，学生跟着琴完整的演唱歌曲。(要求：优美、抒情)

(7)欣赏《田野》的视频，引导学生感受田野的美丽，进一步指导学生带着赞美的情感

演唱。

4.拓展延伸

(1)老师指挥全班同学演唱歌曲。

(2)播放无声动画片，学生通过动画片的播放，搭配背景音乐。

5.小结作业



师：通过演唱歌曲，我们感受到了田野里的美丽景色，自然界的美好，希望我们大家

都能够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回去之后把歌曲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音乐教师如何做好歌曲的范唱?【专业技能问题】

【参考答案】

范唱是指老师的示范演唱。在音乐教学中，范唱是音乐教师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和手段。良好的范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1)熟悉作品

①反复朗读歌词，深入挖掘它潜在的内容，认真分析歌词的节奏、韵味、语气等特点。

②唱准歌曲，做到旋律、节奏、节拍准确。

③分析歌曲的旋律线特征(平行、上行、下行)，根据旋律线条做不同的处理。

(2)感情到位

①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多听、多实践、多欣赏各类艺术品种的表演，扩大艺

术视野，丰富艺术情感。

②教师对歌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要有深层次的理解，加上自己在演绎中对歌曲的再现，

声情并茂的将思想和情感传递给学生。

③教师在范唱时关注学生，眼神和学生要有情感交流。

(3)提高声乐技巧

①明确呼吸的重要性，重视歌唱呼吸的基本功。

②打开喉咙，稳定喉头，是歌唱基本功训练的核心。

③要恰当运用好歌唱的共鸣，声音圆润、优美动听。

④通过字、声结合的练习来提高唇齿舌的灵活运动能力。

⑤通过发声练习逐步掌握连、顿、强、弱等全面的歌唱发声技巧。

⑥保持正确的歌唱姿势。

2.在教学中怎样实践“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是素质教育对音乐提出的要求，也是音乐自身的本质特征

所决定的。



第一，为音乐教学选择有审美价值的教学内容。

(1)从音乐教材上获取。

(2)教师结合教学和学生需求选择具有欣赏价值，能唤起美感的音乐作品作为教材补充，

要竞选一些地方音乐课程资源和校本音乐课程资源。

第二，课堂要以“音乐审美体验”贯穿始终。

(1)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注意审美体验。

(2)设计学生主动参与的音乐实践活动。

(3)注意挖掘教学中审美因素，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及想象力。

第三，创设良好的审美教学环境。

(1)富有特色的音乐教室。

(2)质量高的音响设备。

(3)音乐教师的自身素质。

小学音乐《其多列》



小学音乐《其多列》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教师在上课的最一开始，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

①同学们知道我们国家总共有多少个民族吗?

②我国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区域在哪里?

(2)引导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导入本节课的新课：云南哈尼族民歌《其多列》。

2.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其多列》，通过节奏、力度、速度等音乐要素感受乐曲。

(2)教师提出问题：“通过刚才的欣赏，你能感受出这首乐曲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3)同学们根据教师给出的节奏进行分小组的打击练习：

(4)根据学习的节奏，加入乐曲的歌词，将歌词用乐曲的节奏读出来。

(5)教师带领学生们回顾一下柯尔文手势，并用柯尔文手势指挥学生演唱音阶。

(6)教师再用柯尔文手势，带领学生慢速演唱乐曲的旋律，注意演唱时各音的音高距离。

(7)加入乐曲歌词，并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3.拓展延伸

(1)教师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学生演唱，另一组同学使用打击乐器伴奏。

(2)教师给出 5 分钟的时间，两个小组开始练习，并提出练习要求：

①演唱的同学需要注意演唱时要表现出欢快、活泼的乐曲风格;

②打击乐器伴奏的同学要注意乐曲的节奏。

(3)两组同学合作进行歌曲《其多列》的表演。

4.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歌曲《其多列》，了解了我国的民族音乐，通过演唱、伴奏的形式，锻炼了

同学之间的合作意识，也培养了学生喜爱民族音乐的兴趣。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你弹钢琴的左手伴奏不太好，你是什么专业的?【个人情况问题】

【参考答案】

各位考官，首先，对于我刚才试讲环节中的伴奏失误表示抱歉，我是学舞蹈专业的。

我在业余时间正在学习钢琴的弹奏，也正在努力的练习当中，可能还是没有很好的掌握钢琴

演奏的要领。再加上备课试讲准备的不够充分，导致刚才弹奏不理想。我课下一定后努力学

习钢琴的演奏技巧，提升自己的钢琴伴奏水平。

2.本节课你打算设计使用什么打击乐器?【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在小学的音乐课堂当中，可使用的课堂打击乐器非常多，比如木鱼、三角铁、双响筒

等。而本节课，我准备使用双响筒来引导学生进行打击乐器，因为这件乐器对于学生来说比

较好掌握，敲击起来比较方便。



初中音乐《丢丢铜仔》

初中音乐《丢丢铜仔》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教师请同学们观赏两组有关图片，第一组图片为“铜钱落地和山洞里的水滴落地的

场景”，第二组图片“将木材捆绑成木排顺流而下和火车运送木材经过隧道”，并思考两个

问题：

①思考两种物体落地的声音有何不同?

②看完这组图片你有何感想?



(2)教师向学生介绍两组图片的故事，从而引出本节课的新课——《丢丢铜仔》。

2.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丢丢铜仔》，通过曲式、和声、织体等音乐要素判断乐曲的结构特

征。

(2)再次聆听《丢丢铜仔》，出示歌谱，播放歌曲录音，学生跟随音响哼唱旋律，熟悉

歌谱。

(3)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一个八度以内的发声练习，向学生们介绍发声技巧，注意发声位

置，如何运用“假声”来演唱高音。

(4)教师请同学们演唱乐曲高声部旋律，教师加入歌词演唱高声部旋律，注意与学生之

间的配合。

(5)学生通过分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自学乐曲的低声部旋律。

(6)教师弹奏钢琴，与学生一起合作演唱，在双声部合唱中，学生们一起演唱高声部旋

律，教师演唱低声部旋律。

(7)教师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演唱高声部，另一组演唱低声部;同学们跟随

音频伴奏，观察教师的指挥动作进行合唱。

3.拓展延伸

《丢丢铜仔》这首乐曲，描写了火车开过发出的声音，下面仍然按照之前的分组进行

小组讨论，自由创编节奏练习，为歌曲编配合适的伴奏。

4.总结作业

《丢丢铜仔》虽然只有简单的两句，但是它的旋律却是那么活泼、优美，通过学习使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民歌是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希望同学们能在平时日常生活中留意并收

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丰富我们的音乐生活。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你认为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什么?【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丢丢铜仔》这首作品可以分成两段来进行演唱的分析，第一段可以是独唱，第二段

是合唱。因此，作为一节歌唱课，合唱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练习，



比如分小组练习、分声部练习等方式，注意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聆

听对方声部的旋律。

2.你使用什么教学方法来突出你的教学重点?【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就是教会学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丢丢铜仔》。在本节课的教学过

程中，我通过小组讨论、探究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乐曲的情感，通过聆听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乐

曲的旋律，再次通过分小组学习、探究的模式来让学生掌握乐曲的旋律，最后互相配合、演

唱，完成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初中音乐《茉莉花》



初中音乐《茉莉花》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教师端出一盆茉莉花，请学生多角度观察并描述茉莉花。

(2)运用多媒体播放不同地区的《茉莉花》，学生边听边思考：这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歌

曲?你是如何区分的?表现了什么特色?

2.新课教授

(1)聆听本课歌曲《茉莉花》，请同学们思考一下：这首歌曲是怎样赞美茉莉花的?在

演唱的时候需要用什么情绪进行演唱?教师请同学们来回答并给予评价。

(2)完整再次聆听《茉莉花》，请同学们判断一下，这首歌曲可以划分为几个乐句?是

如何判断的?教师请同学们来回答并给予评价。

(3)学生在教师的钢琴伴奏带领下学习曲谱，并跟随教师哼唱旋律，体会旋律的起伏和

韵味，为学唱歌曲做好准备。

(4)学生朗诵歌词，教师根据乐曲意境和内容对学生的朗诵进行指导，为有感情的演唱

歌曲做准备。

(5)跟随教师的钢琴伴奏，分乐句演唱歌曲，注意乐曲旋律的起伏变化，注意情感的表

达：

①乐曲的前两句，表达了初见茉莉花的喜悦之情，因此在演唱时，要用活泼的情绪进

行演唱;

②乐曲的第三句，表达了对茉莉花的赞美，在演唱时要用深情、赞美的情绪进行演唱.

(6)跟随示范带有感情的、并运用纯真甜美的声音进行演唱。

3.拓展延伸

欣赏意大利歌剧《图兰朵》选段，并联系《茉莉花》的旋律，引导学生感受民族音乐

在世界音乐上的地位和作用。

4.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了乐曲《茉莉花》，并欣赏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感受到其在世界音乐

上的作用。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应该将这首经久不衰的佳作永远歌唱下去。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什么?你是怎样突出的?【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教唱乐曲《茉莉花》。

在教唱乐曲《茉莉花》的时候，我用了对比、反复聆听乐曲、分析乐曲结构的方法让

学生感受乐曲的风格，并有感情的演唱。首先让学生初次聆听乐曲，感受乐曲细腻、温婉的

情绪，接着让学生再次聆听乐曲，并结合谱例对乐曲结构进行划分，并通过朗读歌词的方式

感受乐曲不同乐句间表现出的情感变化，最后让学生反复聆听和学唱，掌握乐曲情绪，并有

感情的演唱歌曲。

2.如何才能确立鲜明而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呢?【教学设计】

【参考答案】

教学目标是音乐教学活动的灵魂。他对于教师来讲是要通过教而达到的一种目的，它

对于学生来讲是通过学而达到的一项要求。

(1)深刻认识理解新课程的理念，带着《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上路。

(2)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

(3)系统有序，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

(4)体现音乐学科的特点。

(5)教学评价与目标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有了明确有效的音乐教学目标，就犹如指明了方向，把音乐教学目标置于

新课程有效教学的核心，以目标为依据，设计评价方案，实施目标导引教学，做到音乐教学

目标的切实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



高中音乐《星星索》

高中音乐《星星索》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教师给学生播放一组图片，并向学生提出问题：“通过欣赏这些图片，他们能给你

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2)结合图片资料，请同学们根据自己课下查阅的文字资料，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度尼西

亚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特色。

2.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星星索》，通过节奏、力度、速度、和声、织体等音乐要素感受乐

曲的风格特征以及人声的分类和演唱形式。

(2)再次聆听《星星索》，请同学们跟随音频，轻声哼唱乐曲的主旋律，感受乐曲幽静

的特点。

(3)教师指挥学生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同时注意演唱时的呼吸位置，以及换气的气

口，做到声音的连贯、舒展，以及旋律的起伏。

(4)通过多次反复的练习，再次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的演唱主旋律。

(5)教师指挥学生，跟随音频伴奏，完整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3.拓展延伸

教师通过本节课学习的歌曲特点，为学生详细介绍民歌的概念：

①民歌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

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

今。

②本节课学习的《星星索》是一首印尼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船歌。巴达克的

主要分布有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山区，大多数聚居在多巴湖的周围。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这

里湖水清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巴达克人经常在湖上泛舟歌唱。

4.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歌曲《星星索》，了解外国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感受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

人文特色与音乐的关系，培养学生对外国民族音乐的兴趣，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针对刚才教学过程的演唱指挥，你觉得你有哪些不足?【专业技能问题】

【参考答案】

在刚才的教学演唱指挥过程中，强调了让学生观察教师的指挥来进行演唱。但是并没

有详细的给学生讲解指挥的作用和指挥都有哪些手势。因此会使得学生对于指挥的作用和手



势了解的不透彻、不全面，影响了指挥实际的作用，学生不能根据教师的指挥很好的进行有

感情的演唱。

2.你认为指挥的作用是什么?【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我认为指挥是合唱队或乐队进行排练和演出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指挥对于一个合唱队

和乐队水平的高低，往往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指挥的作用是通过打拍子的方式统一合唱队或乐队的节奏与速度，各声部的音色，并

将其巧妙地融合起来。指挥严格掌握着音乐的谐和与协调，在旋律的相互交织，音乐的渐次

发展与乐曲风格的再现上给合唱或乐队以启示，用手势、面部表情或指挥动作与演唱(奏)

者进行交流，传达音乐表演艺术的意图和要求。

高中音乐《乘着歌声的翅膀》

高中音乐《乘着歌声的翅膀》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1)教师播放一段音频，请同学们欣赏一首《婚礼进行曲》。

(2)结合音频片段，学生根据自己课下查阅的文字资料，简单介绍作曲家门德尔松及其

音乐作品。

2.新课教授

(1)初次聆听乐曲《乘着歌声的翅膀》，通过节奏、力度、速度、和声、织体等音乐要

素感受乐曲的风格特征。

(2)再次完整聆听《乘着歌声的翅膀》，请同学们跟随音频，轻声哼唱乐曲的高声部旋

律，感受乐曲幽静、舒缓的特点。

(3)将乐曲中的装饰音先去掉，跟随着琴声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同时注意演唱时的

呼吸位置，以及换气的气口，做到声音的连贯、舒展，以及旋律的起伏。

(4)通过多次反复练习，加入高声部旋律中的装饰音，再次跟随钢琴伴奏，有感情的演

唱高声部。

(5)教师指挥学生们进行高声部旋律的哼唱，并提出哼唱要求：

①注意乐曲的前奏以及弱起小节的进入，观察教师的指挥动作;

②跟随教师的指挥，注意气口的换气，以及旋律强弱对比的灵活处理。

(6)跟随示范带以及教师的指挥动作有感情的演唱乐曲的高声部旋律。

3.拓展延伸

(1)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乐器——吉他，教师给同学们 3 分钟的时间，练习 C 大调音

阶的弹奏作为课堂的基础练习。

(2)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两组，进行小组合作练习，并提出合作要求：

①一组练习高声部旋律，另一组练习低声部旋律;

②练习时注意相互配合，准确把握乐曲的节奏，练习时间为 10 分钟。

(3)全班同学合作进行乐曲《乘着歌声的翅膀》的合奏。

4.总结作业

学习演唱、演奏《乘着歌声的翅膀》，了解了作曲家门德尔松以及他的音乐作品，通

过合唱、合奏的形式，锻炼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二)板书设计

乘着歌声的翅膀

幽静、舒缓的旋律特点

感受音乐情感：节奏、织体、和声、速度、力度

答辩题目解析：



1.针对刚才教学过程的演唱指挥，你觉得你有哪些不足?【教学能力问题】

【参考答案】

在刚才的演唱指挥过程中，没有过多的涉及到对指挥手势的讲解，使得在教学过程中

这部分进行的比较简单。只是让学生在演唱中，跟着教师的指挥手势进行演唱，却并没有很

好的利用指挥手势来引导学生体会歌曲表达的情感。

2.你是学习的什么专业的?【个人情况问题】

【参考答案】

我本身学习的是音乐表演专业，但是在大四一整个学年的时间里，我在一所高中进行

毕业前的实习工作，授课对象就是高中学生，进行的是音乐课的授课工作。因此，对于高中

学生的心理状态以及认知水平，有一定的了解。

【展鸿送福利】教师资格证面试网络课程免费送！

教资面试直通车： http://www.32xueyuan.com/live/info/365

【教资】2018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证面试通关培训课程

http://www.gwyks.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5355

PS:面授课程最低只要 980，包住宿，包住宿，包住宿！



浙江教师资格证考试群 6984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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