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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聆听的耳朵——旋律》教学设计

孙淼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科 目 音乐鉴赏与实践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课时序号

授课内容 第一单元《走近音乐》 课型：新课
总课时 1
分课时 1

课 题 第一节《培养聆听的耳朵——旋律》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学习什么是旋律。

2.感受各种音乐要素在音乐作品表现中起到的作用。

能力目标

1.能够感知旋律、节奏、节拍等要素的相互交织变化，影响着音乐作

品的风格和特点。

2.能够尝试结合各种要素听赏、分析音乐作品。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引导学生有意识地从音乐的表现手段去聆听作品，从而逐步提高音乐

欣赏的能力。带领学生运用正确欣赏音乐的方法走近音乐、感受音乐

的美。

教学重点 感受、体验旋律等各种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难点 尝试结合各种音乐要素听赏作品。

教法学法

教法

1.直观演示法：课堂中采用各种音频、视频、钢琴演奏等，使学生获得具体、生动、真实的

音乐感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体验。

2.启发探究法：启发学生聆听、感受，逐步探究、分析作品中的各个音乐要素起到的神奇作

用。

学法：

1.小组实践：分小组进行游戏创新、练习实践，并发言总结。

2.对比分析：用同一首音乐作品，分别采用变化节拍、节奏、速度的方式进行对比分析。

特色学习

资源

电子钢琴、蓝墨云班课、游戏创新教具等。

蓝墨云班课，手机下载应用，每位同学都可操作。教师可上传学习资料，使学生进行课前学

习，也可以课上给学生课堂加减分、课后批改作业等。学生可将作业（文件、音视频）上传，

并在讨论区展开讨论等。家中无电脑或住宿同学都可以使用。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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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新课教学

播放《保卫黄河》《二泉映月》《野蜂飞舞》《茉

莉花》音乐片段。

提问：

1.作品的表现形式？

2.作品的情绪？

3.你能听辨出哪些音乐要素？它们是如何体现

的？

一、感受旋律在音乐作品中的作用

1.对比《保卫黄河》《二泉映月》两首音乐作品

片段，感受情绪变化。

2.带领学生演唱谱例、体会感受、分析作品。

3.将《保卫黄河》的旋律走向进行改变，旋律线

条由向上改编成向下，并示范演唱。

二、对比—感受—分析

聆听钢琴演奏原版《保卫黄河》和改编后的

《保卫黄河》音乐片段。

提问：

1.同样旋律的音乐作品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

的感受？

2.哪些音乐要素发生了变化？

三、解决问题

结合谱例，带领、引导学生逐步找出两段作

品中音乐要素的不同表现。

1.节拍不同

2/4 1 i3 | 5 — |

每小节有两拍。

3/4 1—i3 |5——|

带着问题聆听，并

回答问题。

混声合唱（振奋）

二胡独奏（凄凉）

管弦乐（急促）

女声独唱（婉转）

对比聆听两首音乐

作品片段，感受其

不同情绪。

演唱谱例，体会什

么是旋律。

聆听，对比感受相

同旋律不同走向带

来的不同情绪。

学生聆听、感受旋

律相同但节奏不同

的两首作品带来的

不同情绪变化，初

步分析。

在老师带领下，通

过唱旋律、念拍子、

打节奏等形式对比

分析，层层递进，

逐步探究，找到答

案，解决问题。

采用演奏、演唱不同

表现形式且耳熟能

详的几首音乐作品

片段，抛出问题，让

学生感受、对比不同

音乐作品的不同情

绪，激发兴趣，继而

导入新课，明确学习

目标。

运用对比的方法，通

过听、唱，层层递进，

逐步引导学生感受、

了解什么是旋律及

旋律走向在作品中

起到的作用。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经典作品《保卫黄

河》，并进行节奏、

节拍和速度的改编，

形成明显对比，能够

引起强烈共鸣。

教师钢琴演奏《保卫

黄河》，直观演示，

更具生动性。

教师将两段不同的

《保卫黄河》曲谱片

段分别呈现，采用边

听边看边唱边分析

的方式，再结合钢琴

左手伴奏、节拍器等

媒介进行对比，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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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节有三拍。

2.强弱关系不同

2/4 × ×|× ×|

强 弱 强 弱

3/4 ×××|×××|

强弱弱 强弱弱

4/4× × × ×| × × × ×|

强 弱 次强 弱 强 弱 次强 弱

3.速度不同

2/4 快

3/4 慢

对比音符时值（长短），区别节奏的松散与紧凑。

4.节奏不同

紧凑密集或松散。

5.调式、调性不同

大调（明亮、激昂高亢）。

总结：旋律

旋律是建立在一定的调式和节拍基础上，

按一定的音高、时值和音量构成，具有逻辑因素

的单声部进行。

四、《茉莉花》

比较三首不同地区的《茉莉花》，感受音乐

表现特征与风格，结合音乐要素分析作品。

聆听江苏民歌《茉莉花》。

聆听河北民歌《茉莉花》。

聆听东北民歌《茉莉花》。

有感情地演唱合唱版《茉莉花》。

五、《青春舞曲》

重点讲解分析分析旋律创作手法：

重复

鱼咬尾

再次感受节奏、节

拍、速度、力度的

变化相互交织，在

音乐作品中起到的

神奇作用。

尝试总结“什么是

旋律”。

聆听感悟。

分三组讨论，每组

发言总结一首。

有感情地演唱。

通过演唱分析找到

谱例中重复及鱼咬

尾的部分，了解、

学习旋律常用的两

学生逐步分析两首

音乐片段的不同之

处，感受节奏、节拍、

速度三种要素在音

乐作品中起到的重

要作用，使学生一听

即懂。

培养合作意识，自主

探究，团队协作，尝

试运用所学赏析作

品，解决教学难点，

完成教学目标。

唱奏表演，互动实

践。

深入了解、学习旋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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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课堂小结

六、游戏互动

将学生分成四组，每组发放和人数相同的糖

块和 ABC三个容器，让学生来选择答案并投放

糖果。

揭晓答案后，将投放错误的糖块收走，最终

选出获胜组。

例题：

听辨音乐作品，分析音乐要素。

1.音乐作品《青春舞曲》的旋律是（ ）。

A 委婉的 B跳跃的 C起伏的

2.下面哪首音乐作品的旋律是跳跃的？

A《春天的芭蕾》

B 《红河谷》

C《樱花》

3.《威廉·退尔序曲》的速度是（ ）。

A 慢板 B中速 C进行曲速度

七、听辨《野蜂飞舞》，分析音乐要素

课后将《节奏的神奇作用》微课上传蓝墨云

班中供学生学习。

速度 节拍 强弱特点 节奏特点

快速 2/4 × ×

强 弱

紧凑密集

八、创新、改编音乐作品

改编一首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作品，片

段即可。可以将旋律、节奏、节拍、速度等要素

其中一个或几个进行改编创作，感受其变化带来

的神奇作用，下次课唱（奏）给大家听。

音乐作品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独立呈现

的，而音乐要素不仅仅包括旋律、节奏、节拍、

种创作手法。

小组讨论、合作。

听辨音乐作品，看

屏幕上教师给出的

问题和备选答案进

行选择。在规定时

间内将糖块投放到

本认为正确的容器

中。

分析音乐要素，上

传蓝墨云班课。

改编创作，对比感

受作品改编前后的

变化。

采用游戏创新的方

式，打破传统的教学

模式，改变学生的学

习形式，同时检验本

节课的教学效果。分

组竞赛，全员参与，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玩中听、听中学，解

决教学难点，完成教

学目标。

课上的容量毕竟有

限，老师所做的是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对于音乐学科来

讲，课后更是学生学

习的最大课堂，可以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探究的能力。

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创作的能

力。

走近音乐，感受音

乐。以点概面，强调

结合音乐要素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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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速度、力度和调式、调性，还有和声、织

体、曲式等。培养聆听的耳朵，结合音乐要素欣

赏音乐作品，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感受音乐作品的重

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