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湖花园小学首届音乐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班

简 报
第 4 期

主办：山湖花园小学 2021年10月9日

【本期导读】

■活动传真

◆活动简讯

◇山湖花园小学举行首届音乐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班第4期活动……2

◆活动掠影

◇提升班成员张震老师执教《我爱我的家乡》

提升班成员金丽雯老师执教微课《芦笛》 ……………3

◇提升班导师，区教研室兼职教研员姚海军老师点评 ……………4

◆活动通知

◇山湖花园小学首届音乐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班第4期活动安排 ……5

■成长足迹

◆设计与反思

◇教学设计与反思 …………………………………………………6-10

◇听课反思 ……………………………………………………11-13



2

◆活动简讯

山湖花园小学举行第四次音乐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班活动

2021年10月9日，山湖花园小学全体音乐教师聚集在本部校区的音乐教室7，

参加第四次音乐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班活动。本次活动区教研室兼职教研员姚海军

老师应邀到校作指导，教务处吴英主任主持活动。

活动中，张震老师执教《我爱我的家乡》一课，歌曲《我爱我的家乡》是一

首一段体的歌曲，由四个乐句和一个补充句组成，旋律质朴抒情，歌词寓意深刻，

表达了少年儿童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之情。张老师根据教材，让小朋友们通

过艺术的眼光发现家乡的美，挖掘家乡的美，尽情表示家乡的美。唤起同学对家

乡、对大自然的美好情感，让同学用眼睛去发现家乡的美，用美好的心灵去体验

这好山好水与人们的密切关系，用真挚的感情去赞美家乡和祖国。

接着，金丽雯老师进行了微课展示《芦笛》，新颖的微课形式是一个新的挑

战，金老师以《芦笛》的音乐旋律为主线贯穿，一开始的律动都用了歌曲旋律，

为后面的歌曲学习作铺垫，通过闯关的形式让学生们在游戏中进行学习，以期待

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最后姚海军老师进行了评课，他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记得自我提升，提

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新教师更要抓住时机研究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策略的修改。

“态度决定成功，细节铸就成功，创新意味辉煌。”这句话是我们教育者应

该牢记的，相信在山湖花园小学音乐骨干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山湖音乐这个团体

能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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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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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震老师执教《我爱我的家乡》



5

※金丽雯老师执教微课《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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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班成员听课、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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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军老师评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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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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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反思

《我爱我的家乡》教学设计

授课对象：五年级学生

教学目标：

1、让学生能够富有感情熟练的演唱《我爱我的家乡》；

2、引领学生感受家乡的美好，丰富热爱家乡的情怀，引发学生对音乐创造的兴

趣；

3、引领学生有意识的从力度、咬字等方面对歌曲演唱加以处理。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熟练演唱歌曲；

2、难点：处理好歌曲中重音、换气、休止的演唱，通过歌曲的学习引发学生对

家乡的共鸣。

教学过程：

一、导入：3min

老师了解到我们班级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老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的家乡是

哪里？你们来自哪里？

请同学们猜一猜我的家乡来自哪里？ 我的家乡来自湖北孝感，那里有美丽的

槐荫公园，我非常爱我的家乡，那么同学们，你爱你的家乡吗？

二、新课 22min

这节课我们将学习一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聆听一下歌曲，在聆听的过程中

思考一下歌曲是怎么样的情绪？歌曲里面唱了什么？

第二遍聆听（出示谱面）：歌曲中有哪些你所知道的地方？歌曲有几段？

（讲段落时涉及到演唱形式知识点）

问：歌曲中的家乡是哪里？

看歌词，问“最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古老的宫殿、最长的城墙”分别指的是

谁？

学习歌谱

唱谱（单音跟唱），分句唱 2遍（注意时值、节奏）、合起来唱第 1遍（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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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来）、完整唱一遍

1. 哼鸣时口腔留有气息；

2. 二拍切分在演唱中的力度；

3. 带休止的一字多音的演唱。

直接加歌词唱一遍（有问题停下来，细讲歌曲）、独立演唱 1遍、巩固一遍

三、拓展：10min

问：课程的最初老师了解到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接下来请同学们将自己家乡

著名的景点编创成歌词（引导学生编创）

演唱编创的段落

问：尽管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美丽的苏州。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我们都知道苏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苏州有许多园林以及古镇，还有

著名的苏州评弹，苏州东边环抱着美丽的太湖，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老师也

为这首歌曲补充了一段关于苏州的歌词。接下来请同学们演唱一下美丽的苏州！

直接唱第二段（两遍）

将两段（中国和苏州）一起完整演唱一遍（注意从头反复）

合伴奏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我爱我的家乡》这一首优美的曲子，作为中华儿女，站在

中国的这片大地上，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不禁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

我们的家乡。好的，这节课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下课后请同学们保持安静在班级

门口排好队，班长带领同学们回到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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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课程基本信息

学科 音乐 年级 三年级 学期 春季

课题 芦笛

教科书 书 名：音乐教材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 7月
教材分析

《芦笛》是一首波兰歌曲，F调、2/4拍、一段体、大调式。共有四个乐句，节奏紧凑、

一气呵成。全曲轻快、悠扬，附点八分音符的频繁运用和偶句句尾的休止，更增加了歌曲的

跳跃感，将芦笛灵巧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学期分析

三年级的学生还处于音乐启蒙阶段。对于此年龄段的学生而言，对歌曲的感受、体会和

歌曲学习是音乐教学中必不可少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教学中除了系统的学习歌

曲之外，还要从小开始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培养他们对音乐艺术性的自我感受。针对这

一点，音乐课堂上老师应尽量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设计规划。以学生的角度出发，

具有趣味性、针对性和目的性，使得学生在课堂上跟随老师的节奏，达到教育课程标准与教

程要求。

设计思路与理念

以学生的角度出发，具有层次性，注重因材施教。教学内容从简单到困难再到提升，层

层递进。从根本上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对音乐课程的兴趣，使学

生跟随老师的节奏，因材施教，真正做到“尊重孩子”“以学生为主”，达到教育的目的。

教学目标

1. 通过对歌曲《芦笛》的学习感受音乐中的世界，融入歌曲。以趣味性的教学方法和互动性

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通过讨论法、讲授法、听唱法、游戏法和启发法等直观演示法提高学生对歌曲旋律和节奏

的感知，并对歌曲能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思考能力。

3. 演唱歌曲《芦笛》，感受乐曲的风格和情绪。学习附点节奏的基础知识和演唱方法。感受

歌曲的风格，体会歌曲的旋律形态，加入合适的演奏和表演方式。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

1. 附点节奏的演唱和运用。

2. 培养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和对旋律走向的认识。

教学难点：

1. 理解音乐、创造音乐。

2. 加入合适的演奏和表演方式。

教学过程

一、导入——律动感受音乐

师：（在《魔法学院》的音乐中说）同学们好，我是魔法王国光明的守护者，拥有一支

带有巨大魔力的魔笛，它随着我打败了无数敌人。最近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你们愿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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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的魔笛军队和我一起抵御外敌吗？那勇士们让我们一起进行一个热身运动吧！

设计意图：本课教学围绕着魔笛这根故事线进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乐于参与音乐

学习和创造。

课前热身律动（播放《芦笛》伴奏）

第一遍：按照节拍原地踏步走

第二遍：绕着教室走

第三遍：再加上在每乐句结束后加上敬礼的动作

设计意图：通过热身律动活动，一是能够让学生更快的进入到音乐课堂的学习氛围中，

二是让学生熟悉感受音乐律动，为接下来的教学做好铺垫。

二、新授

1. 第一关：口令辨辨辨——初听乐曲，分辨乐句。

（1）初听乐曲，分辨乐句

师：勇士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魔法师，你们必须要通过我的三关考验，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关：口令辨辨辨。请同学们仔细聆听魔笛曲，分辨出分别代表四种口令的四个乐句。

（老师吹奏《芦笛》）

（2）模唱乐曲旋律

师：看来难不倒大家，魔笛曲一共有这样四个乐句构成，请同学们跟着魔笛的演奏用“lu”
模唱乐曲，再次熟悉我们的四个口令吧。

2. 第二关：节奏辨辨辨——附点节奏练习

（1)感受附点节奏

师：恭喜同学们通过的第一关考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关：节奏辨辨辨，为了让魔笛曲

变得更有活力，我一共研究出了两种节奏型，请同学们分辨一下到底哪种节奏型更有活力呢？

A. XX XX | XX XX | XX XX | XX XX ||
B. X .X XX | XX XX | X .X XX | XX XX ||

（学生打小军鼓示范）

（2）认识附点节奏

师：对了，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第二条节奏更富变化，更有朝气。这个节奏型是魔笛曲中很

重要的一个节奏型，他叫做小附点节奏，在八分音符后加上小附点，则表示要延长八分音符

的一半时间，小附点的节奏型给人一种向前的推动感，使得节奏变得更加富有活力。

（3）演唱小附点

师：同学们，让我们看着曲谱，再次模唱乐曲，遇到附点八分音符时我们用“di”来模

场哟！

（老师用小军鼓带节奏，进行节奏练习）

设计意图：附点教学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三年级学生对节奏还不是很了解，如果用枯燥的

方法进行教学势必不会得到很好的成效。因此，我让学生先通过自我感知的方法，先感受，

再认识，最后演唱，理解了小附点才能更准确的演唱它。

3. 第三关：大阅兵——体验音乐形象

（1）律动——感受音乐形象

师：勇士们，现在你们要面对的就是我的终极考验了，第三关——大阅兵。请同学们听从魔

笛曲的号令，跟着军队一起参加阅兵仪式吧！

（跟着音乐完成律动）

（2）分析乐谱——理解音乐形象

师：原来四个口令代表的含义分别是——前进、敬礼、眺望和鼓劲。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

现这四个乐句的相似之处呢？相信大家通过观察谱面和刚刚律动表现已经发现，一、三乐句

为同头异尾乐句，二、四乐句节奏完全相同，因为敬礼和鼓劲的动作都比较干脆，所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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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句的结束音都非常的短促，一、三乐句的结束音则是一个两拍的长音。

（3）演唱乐谱——表现音乐形象

师：那接下来请同学们跟着音乐一起演唱魔笛曲的歌谱吧！在演唱的时候要注意每个乐句的

句尾音哟！

跟着钢琴，演唱乐谱

设计意图：歌曲《芦笛》共有四个乐句，第一乐句和第三乐句具有相似性，且结尾处最后一

小节都是两拍的长音，但全曲仅有第三乐句的结尾音是上行级进。针对这一点我在第三乐句

结尾处设计了从近望到远的动作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学唱以及理解。由于第二乐句和第四乐

句的结尾音只有半拍，为了帮助学生的理解和演唱，我设计了干脆的敬礼和加油的动作，凸

显半拍。

4. 歌词学唱

（1）完整聆听歌曲演唱

师：通过了三关的考验，现在你们都是魔法军队中的正式成员了，在我们军队里有一位非常

好客的士兵，他叫安泰克，他为魔笛曲填上了歌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PPT加入歌词，完整聆听三段歌词

（2）学生完整演唱

师：安泰克的说话速度非常快，所以在歌曲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节奏型，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

这些符号的出现改变了原来歌谱的节奏，让我们一起来完整演唱第一段歌词吧。

A.完整演唱第一段歌词

B.完整演唱第二段歌词

师：听啊，千军万马正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让我们加上小军鼓和阅兵的律动

一起演唱第二段歌词吧!

(整齐有力的演唱第二段，加入小军鼓，学生加入律动)

C. 完整演唱第三段歌词

师：安泰克迫不及待的要加入到部队中，让我们加快速度一起演唱第三段歌词吧。

(快唱第三段歌词)

设计意图：通过有趣的方法解决教学问题。

四、总结

师：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首充满律动性和魔力的波兰歌曲《芦笛》，在这首曲子里我们认

识了附点节奏，感受到了二拍子歌曲的强弱对比，下课后请大家把这首乐曲唱给你们的爸爸

妈妈听吧，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让我们在音乐中结束我们的课堂吧！

（完整表现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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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金丽雯

《芦笛》是小学三年级音乐第 4单元的一首波兰歌曲，节奏欢快活泼，由四

个乐句组成。第一、三乐句和第二、四乐句完全重复"小军鼓"的节奏，行进感很

强。旋律多为同音进行、级进以及三度小跳，接近"抛物线"的旋律，给人以活泼

的感觉;偶尔也有四度大跳的出现，给人一种开阔刚健的印象。曲调采用变化重

复的手法，突出了歌曲的主题。全曲轻快、悠扬，特别是附点八分音符的频繁运

用和偶句句尾的休止，更增加了歌曲的跳跃感。

下面综合我的教学思路与反思从阐述一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围绕《芦笛》的

学习展开，以《芦笛》的音乐旋律为主线贯穿，设了听、唱、动的音乐活动，使

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有所提高。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音乐氛围，在本节课中也达到

了这种效果，第二，这首歌曲的附点八分音符是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我运用了

笛子、小鼓来敲击出这条节奏，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通过模仿初步接触附点

节奏的感觉，来突破枯燥乏味的节奏练习。而后，又通过对比的方法引导学生比

较个乐句的异同，让学生自己找寻歌曲的节奏特点还从读节奏开始到学唱歌谱，

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之后，歌曲的节奏不攻自破。在这个过程中全班都学生目不

转睛的盯着老师，这很好的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且顺利的解决了附点节

奏这个难点，不足之处是我太少强调二四拍的强弱规律，此处可以辅助一些肢体

动作让学生理解的更形象;第三部分为波兰音乐拓展。让学生多多了解波兰的音

乐知识和音乐文化，扩展学生们的欣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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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了学生充足的自主参与和相互交流的机会，我也以

学习伙伴的身份与学生同参与、共欢乐，培养了学生乐于参与音乐活动和团结合

作的意识。这节课我有收获，有不足，但总体来说，学生还是能在比较融洽、快

乐的氛围中来学习的，我将会更加全面的为学生有效学习的方面进行思考、改进，

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我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

张震

本节课程学生最终能够熟练的演唱歌曲，达到了课程预设的教学目标。但是

在课堂教学中也有一些疏漏失误之处，首先对于“切分音”演唱的知识点没有做

具体的讲解，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用通俗易懂、生动的语言为学生讲解知

识，如：切分音如同挑扁担，旁边两个框，中间一个人。因此在演唱的时候重心

应放在“人”身上，因此演唱中间的长音需要将长音唱重一点。其次，在课程安

排上，导入部分时间较长，应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学唱歌去中，尤其是学生在学生

唱谱能力欠缺时，需要更改教学中的侧重点。

◆听课反思

吴婷老师：张老师作为新老师，整节课教学环节安排的非常清晰，过渡自然，与

学生的互动也很亲切。在歌词创编部分，教师的引导层层递进，从祖国到自己家

乡，再通过联系身边实际，最后让学生用两种不同的情绪感受歌曲、演唱歌曲、

理解歌曲。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教唱部分再细致化些，教师可以针对谱面上每一

个知识点，通过理论加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把歌曲教唱的更加扎实、完美！

唐颖婷老师：今天张老师执教的这节《我爱我的家乡》情景创设到位，围绕着家

乡这一主题开展教学，从分享同学们的家长和介绍老师自己的家乡入手导入本

课，吸引学生充满兴趣地聆听并寻找歌曲中的家乡在哪里，创编环节引导同学们

给自己的家乡写一段歌词，整体结构完整，思路清晰，重难点教学目标基本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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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积极互动，演唱投入。张老师教态亲切，语言丰富，伴奏精美，可见课前准

备充足，基本功扎实。

杨瑾老师：张老师这节课条理清晰，环节设计合理，从导入部分到整首歌曲学习

以及创编环节，都围绕着家乡这个主题展开，层次分明，尤其最后创编歌词很有

特色，值得借鉴。教师教态自然，能把握住本课的重难点，教唱环节细致到位，

展现了教师扎实的基本功。

计欢欢老师：张老师今天执教五年级上册《我爱我的家乡》一课，教态特别好，

有亲和力、感染力，钢琴伴奏更是可圈可点，整堂课的教学设计清晰、流畅。在

听课的过程中，我关注到张老师能及时发现学生演唱中的问题并加以处理，但是

如何用学生听得懂的方式去有效解决歌唱中出现的问题，是需要再斟酌思考的。

吴敬文老师：张震老师的课《我爱我的家乡》是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首歌唱

曲，张老师教学思路清晰有条，教学内容环环相扣，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音

乐。张老师让孩子们自己介绍自己的家乡为导入，引导学生学唱歌曲，通过学唱

简谱同学们更好的掌握了歌曲的音高音准，为学唱歌谱作了良好的铺垫。张老师

还引导学生自己编创歌词，首尾呼应，更好的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做课堂的

小主人。张老师的教态良好，学生回答问题时能够俯身倾听，十分亲切自然！

陆婧怡老师：张老师执教的《我爱我的家乡》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框架清晰，教

态十分亲切。从导入部分，张老师问学生来自哪里，不仅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更为歌曲教学做铺垫，奠定了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基础。在教唱歌曲的过

程中，张老师以师逐句带唱的方法教授学生乐谱，对歌曲中的重难点进行着重指

导，如果能放慢教唱乐谱的速度，遇到难点逐个解决，学生的演唱效果一定能够



18

更棒！

沈超瑾老师：张震老师执教的《我爱我的家乡》这一课从导入部分就紧扣主题，

通过提问，学生回答自己的家乡是哪里时个个都充满了自豪感，唤起学生对家乡

的热爱之情。张老师的整节课环节清晰，目标明确，重难点的处理及时到位。特

别是在最后的创编环节，联系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城市——苏州，将苏州的景、

物等创编进歌曲，把苏州的美展现在了大家面前，也唤起了大家对苏州的热爱之

情。

刘晓芸老师：张震老师的课《我爱我的家乡》整个教学思路非常清晰，在导入部

分采用提问的方式，通过让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家乡借此来激发学生对自己家乡的

热爱之情，并引出主题《我爱我的家乡》。在歌曲教唱部分分句教唱旋律，逐步

解决了歌曲休止符和附点音符的问题，并做了音断气不断演唱示范，让学生能注

意到这一段的演唱！另外张老师的钢琴伴奏精美，课堂环节设计紧扣，能针对问

题及时解决，可见其准备非常充分，最后结束部分的歌曲编创的“唱苏州”也很

有新意，值得借鉴！课程最后激发出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自己家长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