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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春 天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意在通过春天这一特定情景教学,引导学生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中

探索美、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对音乐、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和追求。
本单元从学生的兴趣及认知规律出发,设计了“找春天”“春来了”“多彩的春

天”三个二级标题。从聆听入手通过多种形式的聆听、模仿、探索春天里的各种

声音,感受春天的美好、春天的快乐、春天的生机勃勃。通过“找春天”“春来了”
“多彩的春天”层层递进的情景发展线索,安排了欣赏、唱歌、舞蹈、编创活动等教

学内容。让学生在情感体验中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表现对春天的渴望、赞美及对

生活的热爱之情。同时在音乐美的体验中,感知二拍子、三拍子不同的节拍韵律

感,提高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二)内容结构

春

天

春来了
唱歌《春天到》

集体舞《春之歌》

找春天
欣赏《春天举行音乐会》(齐唱)

活动《听》

多彩的春天 欣赏《杜鹃圆舞曲》(管弦乐)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找春天,引导学生聆听、模仿、探索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感受春的来

临,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即兴编创能力。

2.通过歌曲《春天到》和集体舞《春之歌》,引导学生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



2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一
年
级
下
册

用歌声和动作表达春来了的喜悦心情,同时感知 拍、 拍不同的节拍韵律感和

强弱规律。

3.通过欣赏《杜鹃圆舞曲》,引导学生在音乐中感受鸟语花香的多彩春天,
体验音乐情绪,培养专注聆听音乐的习惯。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春天举行音乐会》(齐唱)

这是一首充满生机、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四二拍, 大调,二段体。
歌曲旋律以小跳为主,节奏明快、活泼,尤其是四分休止符和八分休止符的

巧妙运用,更增添了歌曲欢快的情绪。歌中模仿春雨、春风、春雷、春水的声音,
给人们勾画出一幅春天的美景,一首动人的春天交响曲,表现了人们对春天的热

爱之情。
附谱:

春天举行音乐会
(齐唱)

 
 

欢快地

邓丹心
 

词

王正荣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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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春天到》

《春天到》是一首德国儿歌,由教材组填词改编。歌曲为四二拍,大调式,一
段体。轻快的节奏,波浪式的旋律级进与小跳相间,给人以欢快、愉悦的感受,表
现了春天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景象和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心情。

(三)集体舞《春之歌》

这是以美国作曲家汤普森的钢琴小曲编配的歌曲,四三拍,大调式。在优美

舒展的旋律中,孩子们翩翩起舞,体验三拍子具有舞蹈韵律感的节奏,体验大自

然的美好和对生活的热爱。

(四)欣赏《杜鹃圆舞曲》(管弦乐)

《杜鹃圆舞曲》是挪威作曲家约纳森所作的一首管弦乐曲,该曲在曲调和节

奏上,都具有挪威民间舞曲的风格特点。全曲由三个小圆舞曲组成,前面有个从

弱拍 开 始、节 奏 自 由 的 四 小 节 引 子,用 民 间 竖 笛 吹 奏 出 下 行 三 度 音 程,
“ ”模仿杜鹃鸟咕咕的鸣叫声。

第一圆舞曲以竖笛模拟杜鹃鸟叫声的下行三度音程所构成的动机为核心,
运用重复、模进、变奏等手法发展而成。它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和清新、流畅的旋

律,描绘出一幅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美好图景。
 

第二圆舞曲从“ ”的长颤音开始,先由长笛奏主旋律,大提琴演奏它的对位

曲调,然后,主旋律转给小提琴来演奏。这里,主旋律中应用了许多颤音,间杂着

杜鹃鸟的鸣叫声,好似杜鹃鸟一会儿飞到这个枝头停歇,一会儿又飞向另一个枝

头歌唱,进一步描绘了春天的自然美景。
 

第三圆舞曲先由大提琴演奏出富有歌唱性的旋律。由于运用了一些变化半

音,曲调更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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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抒情性与前后两段轻快、活泼的旋律形成鲜明的对比。后半部分小提

琴加入,演奏主旋律。弦乐的三度和声在这里显得十分和谐,加上长笛模仿杜鹃

鸟的鸣叫声在背后给予衬托,使这段音乐极富魅力。
在竖笛模仿杜鹃鸟叫声以后,第三圆舞曲抒情的旋律又反复了一遍。
最后,第一圆舞曲再现,并结束在杜鹃鸟的鸣叫声上,与乐曲的开始相呼应。
《杜鹃圆舞曲》由于曲调优美、音乐形象逼真,深受人们的喜爱。它被改编成

不同形式的器乐曲,配器手法也各不相同。上面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上海

乐团也曾改编和演奏过《杜鹃圆舞曲》,除了弦乐器演奏主旋律外,萨克斯管也是

主奏乐器之一。还有一些手风琴、口琴和吉他爱好者也喜欢演奏《杜鹃圆舞曲》。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个课时完成。

(一)找春天

首先从聆听入手,让孩子们聆听大自然中各种声音。如,冰雪融化滴答滴答

声,春雨沙沙声,布谷鸟叫声,蜜蜂飞舞声……让孩子们在聆听中自由模仿、想
象、探索。然后引导学生有节奏地模仿。如小河流水

  

(哗)、布谷鸟叫声
  

(咕咕)、春雨声
  

(沙沙)从单声部模仿到多声部模仿。老师可出示声音图

形谱,引导、帮助学生模仿。在节奏模仿的基础上,让学生欣赏《春天举行音乐

会》,聆听音乐中各种声音,并模仿出来,还可随音乐在老师的帮助下唱歌曲前面

四个乐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引导学生模仿、探索春天里的各种声音。最后在

音乐活动《听》的旋律中编创春天的各种声音,并用歌声表现出来,通过层层引

导、步步深入,逐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即兴编创能力。
在教学中,教师可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师的简笔画等形式,引导学生从听觉、

视觉多角度地体验、感受春之声的美好。

(二)春来了

这里有两个教学内容。一个是唱歌《春天到》,另一个是集体舞《春之歌》。
这两个教学内容主要是让学生在聆听、探索春天各种美妙声音的基础上通

过表演更进一步感受春天的美好。同时,这两个作品在节拍和情绪上有变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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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去认真体验、感受。
首先是唱歌,结合歌曲有一个发声练习。老师可用生动的语言把发声练习

自然巧妙地贯穿其中。在引导学生进行轻声学唱歌曲时要注意学生的演唱姿势

和情绪,引导学生用自然轻快的声音演唱,同时让学生通过拍手、拍腿的动作感

受二拍子的节拍规律。
在学习集体舞《春之歌》时,可先让学生聆听《春之歌》与《春天到》,说说在节

拍上有什么不同,初步感知二拍子和三拍子的区别。在学习舞蹈动作时,要让学

生多听音乐,随音乐律动,掌握三拍子的韵律感,同时学会与同学合作,共同表

演、体验参与表演的快乐。

(三)多彩的春天

随着春意渐浓,繁花盛开,春天更加绚丽多彩,适时引导学生欣赏《杜鹃圆舞

曲》。
围绕欣赏安排了三个活动:1.感受音乐的情绪,让学生选择表情图;2.听音

乐请学生把音乐中杜鹃鸟出现的几次叫声,用自己最喜爱的图形表现出来;

3.听音乐引导学生在杜鹃叫声出现时,拍出相应的节奏,通过活动,让学生主动

欣赏音乐,培养聆听音乐的习惯,同时进一步拓展学生的想象思维空间,培养创

造力。
“多彩的春天”以欣赏和创编活动为主。通过欣赏,让学生进一步感受鸟语

花香、繁花似锦、万紫千红的绚丽春色。同时用画笔去表现在音乐中感受到的五

彩缤纷的春天。
《杜鹃圆舞曲》是挪威作曲家约纳森所作的一首管弦乐曲,该曲以轻快、活泼

的节奏和清新、流畅的旋律,描绘出一幅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美好图景。在欣

赏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对音乐情绪的体验和培养倾听音乐的习惯。初听时,可要

求学生随音乐律动,感受三拍子舞曲的风格,结合教材中的情绪表情图,提问“听
了乐曲,你觉得他们谁的表情最正确,为什么?”然后带着“乐曲是怎样描写杜鹃

鸟叫声”这一问题复听,让学生边听边用自己喜欢的图形画出“你听到乐曲中有

几次杜鹃鸟的叫声”。最后再次复听,并让学生边听音乐,边拍出杜鹃叫声的节

奏。学生在音乐中用五彩画笔画出心中多彩的春天,学生可独立作画,也可小组

共同创作,最后展示、交流。
本单元的教学建议仅仅是给教师提供一个教学思路,3个课时的教学内容

可以根据教师教学意图进行调整或组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

教学中注意评价,自评互评相结合,体现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音乐

学习中既学习相关音乐知识,又在音乐活动中体验快乐、成功,师生共同分享创

作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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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春天的声音》

(一)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聆听《杜鹃圆舞曲》《春

天举行音乐会》

用身体的律动、不同的手

势和声音来表现对音乐的

感觉

用身边可利用的音源去

表现大自然的声音,在活

动中 去 发 现 大 自 然 的

声音

了解声音的性质:高

低、长 短、强 弱、快

慢,与 音 乐 形 象 的

联系

(二)教学目标

1.喜欢聆听乐曲《杜鹃圆舞曲》,喜欢演唱《春天举行音乐会》。在听赏中能

学会感受、体验声音的性质:高低、长短、强弱、快慢,同时能够运用身体或身边的

音源创造性地表现声音。
2.通过聆听、歌唱、表现声音等一系列活动,指导学生亲自参与到教学中,

并在反复聆听与演唱中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声音设计与表现中,体验声音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从

而产生学习和探索音乐的兴趣。

(三)教学重、难点

感受与体验声音,创造声音。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钢琴,音响。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创设情景,初步感知,激发兴趣

老师播放课件《春天的声音》,背景音乐为《杜鹃圆舞曲》。
老师:孩子们,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这就是春天的脚步声。春天里,阳光

明媚、万物苏醒、鸟叫虫鸣,到处充满令人陶醉的气息。春天美吗? 请你用一句

话来说说你心目中的春天,好吗? (孩子们畅所欲言)
老师播放课件。
老师:让我们一起踏着春天的脚步来表现心中的春天! (学生随音乐律动)

2.感受,体验

(1)学生聆听乐曲《杜鹃圆舞曲》,感受、体验声音的强弱,并用身体的律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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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对音乐的感受。(老师播放课件)
老师:谁来了? 我们一起来听听!
学生聆听乐曲《杜鹃圆舞曲》。师生共同感受杜鹃叫声上的力度变化。
学生再次聆听乐曲《杜鹃圆舞曲》,用身体的律动来表现对音乐的感觉。
老师:通过聆听《杜鹃圆舞曲》,我们都感受到动物们的声音就像一首优美动

听的音乐,充满了节奏感。其实自然界的声音也是如此,你们听,哪些声音参加

了春天的音乐会?
(2)演唱《春天举行音乐会》,并用身体或身边的音源创造性地表现声音。
老师播放课件。学生聆听《春天举行音乐会》。
学生随音乐快乐、自信地演唱《春天举行音乐会》第一部分。
老师:哪些声音参加了春天的音乐会? 这些声音在力度上有变化吗?
学生着重感受力度,并演唱《春天举行音乐会》第一部分。
学生利用身体或身边的音源创造性地表现声音。学生展示利用身体或身边

的音源为春雨、春风、春雷、春水所配的声音。

3.创造声音,情感升华,寓教于乐

老师:大自然的声音还有很多,只要大家用心去聆听,去感受,就会发现它们

像优美动听的音乐,把它们聚在一起,那将是一场盛大的、有趣的、精彩的音乐

会。今天,我们的现场就来了些杰出的小音乐家,他们想和我们举行一场声音音

乐会。
老师播放课件《音乐会》。学生分小组合作编创声音。学生用各种声源表现

音乐故事。

4.教师小结

(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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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快乐春天

 佚名
 

词曲

春雨丝丝洒

 
稍快 喜悦地

曾泉星
 

词

丁永安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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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
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

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趟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

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

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
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



10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一
年
级
下
册

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

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

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

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

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

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

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

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

去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