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音乐与自然》第三节《美丽家园》教学设计

杨琼 北京市朝阳区教师发展学院

科 目 音 乐

课程

类型

鉴赏

课

授课时

间： 年 月 日 年级

授课内容 第二单元《音乐与自然》

单元总

课时 3

分课时 3

课 题 第三节《美丽家园》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各种音乐要素对美丽家园音乐形象的塑造方式及其作用。

2．识记相关乐曲主题和音乐家、音乐文化。

能力目标

有意识地从音乐的表现手段去聆听、分析音乐，形成相应的理解音

乐的欣赏能力。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感受音乐中大好河山的生命气息，产生用音乐表现、赞颂大好河山

的意愿。

教学重点 聆听、感受、学习作品对美丽家园音乐形象的塑造以及场景情感的营造手法和作用。

教学难点

理解不同音乐形象和场景的营造手法及其作用。

教学方法 聆听体验法、讲授法、演示法、对比法、分析法。

教学设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教 学 意 图

导入

新课

欣赏作品

第一首

《长江之歌》

一、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祖国美景的相关讨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山川秀美。本节

课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音乐中的如画江山，守护

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观摩《千里江山图》。

二、新课

（一）欣赏《长江之歌》

1.聆听与感悟。

聆听歌曲，找出其中最具感染力、最能打动

你的乐句，说一说它的作用。

学生述说自己旅

游时见到的祖国

美景。

带着问题聆听、

感受、对比、发

现。

激发学生对祖国

山河的热爱之

情。

通过带着问题聆

听，引导学生思

考表达。



2.唱奏表演。

这首歌曲情绪激昂，气势磅礴。

挥拍练习带弱起的乐句。

请各小组选择不同的乐句模唱、视唱，为小

组展示做准备。

注意：在不同的长音处挥拍，以免唱错节奏。

3.分析欣赏。

凭借听觉感受给作品划分结构：单三部曲式

结构。

第一乐段：两个平行结构的乐句弱拍进入音

乐的主题。

第二乐段：强拍进入，级进和大跳的运用使

得曲调跌宕起伏。全曲最高音也在此处出现，将

歌曲推向高潮。

第三乐段：返回第一乐段，结尾再次出现乐

曲动机，加深听众对音乐主题的印象。

创作手法：变化重复。引导学生找出变化重

复的特点，体会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歌词学习：有感情地朗诵歌词，体会歌词的

高度凝练、宏伟与壮丽。

发现：音乐的进行与意境的关系，激发出聆

听者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

4.文化理解。

理解《长江之歌》和《话说长江》的关系。

《长江之歌》是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

主题曲。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是世界上当之无

愧的第三大河。长江的干流从青海出发，流经 1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后注入东海，形成

了庞大的长江水系。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找不同版本的作品聆听

欣赏。

讨论《只此青绿》。

（二） 《黄河颂》

初步分句练习。

和老师共同演

唱，在唱奏表演

中了解作品。

看教材，带着问

题听赏。

分段对比学习。

视听理解。

分解难点，逐步

学习。

启发、引导学生

边思考边学习、

回答。

分段聆听，介绍

相关知识，帮助

学生更好地欣赏

作品。

在音乐表现中加

强对音乐作品的

理解。



欣赏作品

第二首

《黄河颂》

1.聆听与感悟。

（朗诵词）

啊，朋友！

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

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全体学生朗诵。

2.唱奏表演。

视听廖昌永版本《黄河颂》，注意节拍的变

换对于情感的助推和形象的塑造。

注意：“掀起万丈狂澜”部分音乐下行和力度变

化的张力。

3.分析欣赏。

《黄河颂》是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

的第二乐章。

视唱大调旋律和小调旋律。

《黄河颂》以 C大调为主，展现了黄河的汹

涌澎湃。在作品中穿插小调和离调，表现了中华

儿女在前行中遇到的困难、挫折。

歌曲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表现出黄河的绵

延浩瀚与奔腾不息。

4.文化理解。

冼星海，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

“人民音乐家”之称。其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

染力和生命力，代表作有《黄河大合唱》《在太

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是我国第二大

河，世界第五大河，因河水黄浊而得名。黄河流

经 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后注入渤海。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我们勤劳勇敢

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创造了华夏文明。

《黄河颂》和《长江之歌》都表达了中华儿

女对祖国的真挚情感。黄河与长江，同为中华文

明的源流，不仅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也

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骨、血脉与魂魄。

表现感悟，视听

感受。

分段聆听，视唱。

分组哼唱，深度

感悟音乐表达和

形象塑造。

分段聆听，发现

速度、节奏、技

法的不同。

查找欣赏。

视听之后进行朗

诵，拉近情感距

离，感受音乐家

的艺术表达。在

整体聆听中初步

形成音乐形象。

在调式变化中感

受作品的发展变

化。

采用对比法，逐

步引导学生思

考。

了解不同音乐要

素在音乐作品中

的重要性。



欣赏作品

第三首

《江山如画》

综合实践

总结

如今，我国正加大力度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将继续奔流不息，造福中

华民族。

（三）《江山如画》

1．聆听与感悟。

提问：这首作品你在哪里听到过？你认为它

适合在哪些场合使用？

聆听乐曲，A段主题出现了几次？

尝试为此曲主题编配歌词，并进行演唱。

2.文化理解。

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

题之一。

试搜集国内与美景相关的音乐、文学与美术

作品等，尝试制作宣传片，感受不同艺术形式的

特点，用《江山如画》做配乐，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

赞颂古今：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

综合实践

选择自己喜欢的散文或诗词，根据不同段落

的主题与内容，为其配上适合的背景音乐，并进

行配乐朗诵。

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完成。

融入校园文化，择期举行展示会。

总结：本节课我们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了大

自然的美妙和生机勃勃，它们都是由各种音乐要

素组合完成的。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音乐欣赏中，

多聆听、多表演、多理解，学习更多的音乐文化，

提高音乐欣赏能力。

聆听，回答问题。

视谱，回答。

编配歌词，演唱。

分组创设、表演，

可以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

自由组合分成小

组，选择喜欢的

文艺作品进行二

度创作。

激发学生表现力

和创造力。

文化氛围构建和

学习展示结合，

从文化的角度理

解音乐。

让音乐艺术走进

生活，装点生活。



课后作业

尝试从音乐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角度，寻找形象突出的作品进行聆听，并制作相关视

频或组织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