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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聆听的耳朵——节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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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

一、 教学背景

《音乐鉴赏与实践》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教学

大纲中明确指出：音乐教学应通过中外不同体裁、特点、风格和表现手法的音

乐作品，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中进一步学习音乐基础知识，掌握音乐欣赏的正确

方法与音乐表现的基本技能，从而提高音乐鉴赏能力和音乐素养。因此，掌握

鉴赏音乐作品的正确方法是本学科学习的重要内容。任何一首音乐作品的欣赏

都离不开音乐要素，每一个要素在音乐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设计思路

世界上有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为什么不同的音乐作品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

受？为什么音乐能成为相互交流的手段？这是因为音乐中所包含的各种要素相

互结合，组织进行，才向我们传递了各种信息与情感。音乐要素主要包括节奏、

节拍、速度、力度等。本节课就从“节奏”这一音乐要素入手，通过聆听、对

比、赏析不同体裁、特点、风格和表现手法的音乐作品，来了解和感受节奏、

节拍、速度等音乐要素在音乐作品中起到的神奇作用。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了解节奏、节拍、速度、力度四种音乐表现，感受其在音乐作品中起

到的作用。

能力目标

1.能够感受到节奏、节拍、速度、力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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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听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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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各种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难点 尝试结合四要素来听赏作品，并能够分析作品中四要素的作用。

教法学法
教法：体验式、启发式。

学法：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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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导入

新课教学

播放《二泉映月》《我和我的祖国》《摇篮曲》

和《打夯歌》音乐片段。

提出问题：

1.作品的表演形式是什么？

2.作品的情绪是怎样的？

3.为什么不同的音乐作品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

受？

一、拔河体验实践

归纳总结喊口号拔河和不喊口号拔河的感

受。口号的作用是什么？

在语言还未产生时，人类就已经知道利用

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具有节

奏感的号子和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音乐的

雏形。

二、欣赏视频《过滩号子》

谈感受和联想。

船夫们口中喊的是什么？

什么是节奏？

讲解教材 p3 知识卡片。

三、分析欣赏

讲解什么是号子。

号子，是一种在集体劳动过程中需要大家

集体用力时，为了统一步调、减轻疲劳所进行

演唱的体裁，常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

号子的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

高扬舒展，富有号召性。号子的合唱部分大多

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四二拍强弱

对比明显，律动感强。《过滩号子》是当地船工

带着问题聆听，并

回答问题。

8 名同学分成两队

进行拔河比赛，分

别在有人喊口号和

无人喊口号中对比

体验两次拔河的感

受，并总结。

欣赏作品，说说自

己听后的感受，能

联想到 怎样的场

景。

看书学习：了解节

奏、节拍以及两者

的区别。

聆听，再次感受作

品。

学习教材 p4“文化

理解”部分内容。

采用演奏、演唱不同

表演形式且耳熟能

详的音乐作品片段，

先抛出问题，然后导

入新课，让学生感

受、对比不同音乐作

品的不同情绪，激发

学生兴趣，明确学习

目标。

通过拔河实践体验

口号的作用，进行引

导：音乐起源于劳

动，来源于生活。最

早的音乐形式就是

劳动号子。

层层递进，深入感受

节奏在音乐作品中

的作用。

了解并感受什么是

节奏、节拍，以及二

者的区别（知识目

标）

运用对比的方法，引

导学生体会速度和

力度的变化在作品

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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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们苦难生活和劳动场面的直接体现。

四、聆听欣赏《摇篮曲》

教师用钢琴演奏两遍《摇篮曲》。

第一遍：中板（正常）速度、mp 力度

第二遍：快速、ff 力度（加速并加大力度）

提出问题：

两遍弹奏发生了什么变化？节奏是否变化？

你的感受和体验有何不同？

第二遍的弹奏，是否可以使小宝宝安然入睡？

讲解速度、力度。

五、聆听欣赏《我和我的祖国》

带着问题欣赏：这首歌曲的情绪、节奏律动、

节拍特点、速度等分别是什么样的？你能否随

着音乐节拍舞动身体？

总结：

《我和我的祖国》描绘了祖国的盛世画卷。

全曲具有圆舞曲风格，由两部分组成。主歌部

婉转起伏、优美动听，深情地表现了人们对祖

国的依恋和无限热爱。副歌部采用了混合节拍，

以高八度的大跳直接进入高潮，充满激情，与

主歌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抒发了对祖

国的深厚感情。

六、拓展实践

1.将教材 p3 中四条节奏型进行改编，如速度或

节拍，对比感受变化前后带来的不同体验。

2.思考并回答。这些节奏经常在怎样的生活、

工作场景中出现？应该用怎样的速度、力度合

学生对比聆听两遍

速度和力度不同的

《摇篮曲》，感受其

带来的不同情绪。

总结归纳两遍《摇

篮曲》带来的不同

感受，回答出是什

么要素有了变化。

学习教材 p3。
分组讨论，自主学

习。

尝试运用以上音乐

要素来赏析作品。

感受圆舞曲韵律。

思考并回答问题。

再次感受节奏、节

拍、速度的变化在

音乐作品中起到的

关键作用。

将《摇篮曲》进行速

度和力度的改变，形

成明显情绪对比，引

起共鸣，提出问题

“是什么要素发生

了改变”，从而引发

学生思考。

培养合作意识。自主

探究、团队协作，尝

试运用所学来赏析

作品，解决教学难

点，完成教学目标。

感受节拍在音乐作

品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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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拓展实践更

是学生学习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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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适？

音乐作品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独立呈现

的，而音乐要素也不仅包括节奏、节拍、速度

和力度，还有很多，下节课我们会接着学习。

培养音乐的耳朵，结合音乐要素来欣赏音乐作

品，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课堂，能够有效锻炼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

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