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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渴望春天》 

1、题目： 唱歌《渴望春天》 

2．内容： 

 



 
  

 

经典篇目教案集 

               
 

3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分钟； 

（2）教学过程中应有弹唱环节； 

（3）包含课堂提问； 

（4）指挥学生进行歌曲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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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唱歌《渴望春天》 

教学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 

1．能够积极地感受、理解作品所表现的对春天和生活的赞美之情，并用优美的歌声

加以表现。 

2．感受莫扎特在人生最困苦之时，仍能用孩童般天真、美妙的旋律表现对生命、春

天渴望之情的精神。 

二、过程与方法 

1．在不断聆听和思考中熟悉歌曲《渴望春天》的旋律，分析歌曲音乐要素，理解、

表现歌曲的情感。 

2．结合教师讲解和自主演唱后的思考，关注作品的创作背景，更深刻理解作品的情

感内涵。 

三、知识与技能 

1．学习用流畅、跃动的声音表现《渴望春天》的风格与意蕴。 

2．知道 6/8拍的指挥图示，并划拍辅助歌曲的学唱。 

3．了解作曲家生平及贡献。 

教学重点： 

在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准确表现歌曲《渴望春天》的风格与意蕴。 

教学难点： 

用平稳、连贯的气息完整演唱歌曲的每一个乐句；准确演唱第三乐句的变化音。 

教学过程： 

 一、准确学唱歌曲 

1.聆听歌曲、感受音乐要素： 

(1)第一次聆听 

提问：歌曲表现了什么样的美好愿望？歌曲的整体情绪是怎样的？你能听出这首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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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几个乐句构成的吗？ 

(2)第二次聆听 

聆听第一段歌词：尝试即兴用动作表示歌曲各乐句的关联与变化。 

聆听第二段歌词：请学生随乐句作呼吸练习（教师可让学生左手持小纸片放在嘴前，

以验证他的气息是否均匀、准确）。 

教师在对学生的气息做出明确的指导后，提示学生每一句开始前要像闻花香那样做深

呼吸（即胸腹联合呼吸），然后随着音乐轻声哼唱，如学生由于肺活量的问题不能坚持演

唱整个乐句，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歌曲旋律的流动，这样即使中间换气了，听起来依然感

到比较连贯。 

2.发声练习： 

用“u”母音演唱《渴望春天》第一乐句的旋律。 

3.视唱歌曲旋律谱，分析、表现音乐特点。 

4.指导学生划 6/8拍（合拍）的指挥图示。 

5.进行第二次视唱。 

6.指导演唱难点乐句： 

（1）第三乐句的变化音 

（2）指导学生练习第四乐句第二小节及第三小节的装饰音的演唱 

二、艺术地歌唱 

1．教师：通常情况下，当旋律上行时应采用怎样的力度变化？下行呢？ 

学生：上行时渐强、下行时渐弱。 

2．请学生完整而准确地演唱歌曲旋律，要求用手划出旋律线的起伏，并尝试唱出力

度的变化。 

3．唱后可集体标注力度变化。 

4．请学生自主演唱歌词，并随旋律的起伏表现出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 

5．知识拓展：这种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是由于钢琴这一乐器的不断革新，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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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格在莫扎特所属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得以形成和表现。 

6．简介莫扎特和作品创作背景后，提问：你如何理解奠扎特在历经生活磨难、身体

每况愈下的时候却还在谱写如此美好、充满童真的歌曲？ 

学生可能回答：他是借以童真的歌声，表现着对生命之春的渴望。 

7．学生讨论后，教师要求学生带着这些深刻的理解继续感受优秀的演唱版本。 

8．请学生讨论哪些演唱方法可以使歌曲更具孩童般的天真与期盼之感？ 

9．学生完整表现歌曲的情感意境。 

三、小结 

以填空或提问的形式复习本节课的重点知识，要求在课后用正确的八六拍合拍图式划

拍并准确背唱《渴望春天》第一段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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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凤阳花鼓》 

1、题目： 唱歌《凤阳花鼓》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分钟； 

（2）讲解歌曲旋律的发展手法； 

（3）弹唱歌曲旋律； 

（4）教学过程中包含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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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唱歌《凤阳花鼓》 

教学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 

1．在演唱体验中，领略传统音乐文化中蕴含的优秀品质。 

2．在与教师共同的学习中，积极思辨、开启心智，初识民歌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一直

有着外向的吸纳和融合与动态流变的特性。 

二、过程与方法 

1在学唱歌曲和欣赏民歌的过程中，分析歌曲的旋律、节拍、节奏、调式等音乐要素，

感受、体验各地区民歌不同的音乐风格。 

2．在民歌《凤阳花鼓》的学习中，用聆听作品、找出骨干音等方法，辨别民族五声

调式。在歌曲乐段分析中，探究民歌的创作方法——鱼咬尾及起承转合四句式的结构。 

三、知识与技能 

能够用正确的演唱方法，准确表达民歌风格。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完整背唱歌曲《凤阳花鼓》。 

教学难点： 

能够准确把握民歌《凤阳花鼓》的风格并加以表达。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学生听歌曲《凤阳花鼓》进入教室。 

教师：大家猜一猜这是何种乐器？（出示双条鼓的图片） 

学生：鼓类打击乐器。 

教师：这是双条鼓。通常，表演者单手持鼓，另一只手持两根鼓条敲击鼓面，双条鼓

也由此得名。双条鼓起源于在凤阳，又称凤阳花鼓，在安徽有一首民歌就是以凤阳花鼓为

名的，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唱吧。（板书——安徽民歌《凤阳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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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授 

1．初听歌曲《凤阳花鼓》。 

教师：聆听《凤阳花鼓》，此曲带给你怎样的体会和感受？ 

学生：歌词中有“得儿飘”“另当”等词语出现，旋律动听，但欢快中有一些凄凉。 

2．模唱曲谱。 

重点解决音准和切分节奏的演唱问题。 

3．填词演唱。 

强调歌唱的基本要素：呼吸、发声、共鸣、语言。 

4．分析歌曲。 

教师：此曲由哪几个音构成了曲调？调式的主音是什么？ 

学生：1、2、3、5、6，以 1为主音。 

教师：此曲为五声调式，以宫为主音。 

教师：找出旋律发展的特点（在教师的提示下）。 

学生：前乐句的尾音和后乐句的开始音是一样的。 

教师：歌曲前半段运用鱼咬尾的发展手法。这种旋律发展的手法在民歌中较为常见，

例如上学期我们学过的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补充句和衬段采用前半段末句的材料进

行变化、分裂。 

教师（播放江西民歌《打花鼓》片段）：这首江西民歌《打花鼓》和我们学习的安徽

民歌《凤阳花鼓》有区别吗？ 

学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又不一样…… 

教师：民歌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方言、旋律、演唱习惯等出现了变化，呈现出流变性

的特点。 

教师：同学们知道为什么这首《凤阳花鼓》会流传到江西？是因为历史上淮河流域经

常闹水灾，百姓四处逃荒乞讨，身背花鼓手持小锣，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后流传到江西被

称为《打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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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说出此曲歌词与以往我们学过歌曲的歌词有何不同吗 7 

学生：“得儿飘”“另当”等词语，很有特点。 

教师：本课只是学习了歌曲的一段歌词。歌词生活化、口语化，多是在乞讨的过程中

顺口拈来、为讨好彩头的话语。 

教师：同学们认为衬词有特点，那我们分析一下衬词在歌曲中的作用：衬词（“另当”

是锣鼓敲打的声音）为模仿花鼓、小锣的象声词，衬词的加入，虽然没有实际的文词含义，

但是却极好地渲染了欢快的气氛，使得歌曲不那么沉重悲伤。 

三、巩固 

1．分组讨论，加入打击乐器鼓和锣，还原情境，体会民间艺人的辛酸苦乐。 

2．再次用自然的声音，真情演唱歌曲《凤阳花鼓》。 

四、作业 

欣赏钢琴曲《花鼓》片段，此作品是由哪首民歌改编而成？你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