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４

小学音乐课《浏阳河》教学设计与反思 ①

李国花
（湘潭市岳塘区育才学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０００）

摘　要：教学程序是构成整堂课各个环节的先后次序，是教学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和转换。有效的教学设计是教学
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红土地的歌《浏阳河》的教学，依据课程标准，挖掘价值，优化教学策略，巧妙

设计，演绎了生动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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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效确定教学目标
音乐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具体的教学活

动中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和标准。教学目标在整个教学

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确定教学目标是教学

设计的第一步，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所要达到的要求和

标准，同时也起到指导教师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的作用。

如何确定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必须把握课程标准，有效实

施音乐课程教学中的情感态度、能力和知识等三维目标。

《浏阳河》作为一首流传广泛的歌曲，应考虑的教学

目标有：（１）知识目标。通过赏析不同表现形式的音乐作
品《浏阳河》，能对“红土地”及 “红歌”的由来有初步了

解，并对歌唱的不同表现形式如人声、钢琴、古筝的音色

有所了解。（２）能力目标。能使学生大胆、自信地表演音
乐作品《浏阳河》，并积极、主动、自信地参与赏析、创编及

表现活动。（３）情感目标、态度和价值观目标。通过音乐
活动能对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浏阳河》的不同表现

形式产生认同，并在活动中分享与他人合作的快乐。其

中，赏析和表现歌曲是教学的重点，引导学生感受和领会

音乐要素在作品中的作用是教学的难点。

２　灵活处理教材内容
教材内容处理的精彩在于灵活，教师要灵活运用教

材所提供的基本内容，把教材内容当作基本的而非唯一

的学习资料，灵活地对教材进行重组、开发、整合。课堂

教学的内容可超越教材，进行知识的拓展和迁移，创造性

地使用教材，使教材真正成为教师引领学生学习和活动

的工具，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成为有利于学生独立

思考、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活材料，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浏阳河》课堂教学中，我们把本课单调的学唱歌曲

的内容改编成了赏析为主的综合课。全课以“红土地”这

一主题贯穿始终，试图通过让学生欣赏不同表现形式的

《浏阳河》而初步感受湖南民歌的浓浓风情，能对“红土

地”上产生的“红歌”的由来有初步的了解，并对我国优秀

的民族音乐作品及《浏阳河》的不同表现形式产生认同。

教师首先通过谈话和播放音乐短片《红色的记忆》（背景

音乐为《浏阳河》），将学生了解“红土地”的含义作为切

入点，导入新课。接下来欣赏不同表现形式的《浏阳河》，

以加深学生对音乐作品表现形式的理解，并在听赏过程

中熟悉《浏阳河》的旋律，为接下来的演唱实践起到铺垫

作用。教师充分利用学生在听赏过程中所积累的感性与

理性认识，抓住时机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唱和即兴表

演作品。用多种方式唱响“红土地的歌———《浏阳河》”。

然后老师声情并茂地演唱歌曲《又唱浏阳河》（并同时播

放自拍的湘潭风光片），让学生感受浏阳河畔今天所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我们应

该感到无比的自豪。最后采用一群经历了旧时代的苦难

又感受了今天的幸福同时还对明天充满着无限期望的历

史见证人———爷爷、奶奶们，用最流行时尚的演唱形式表

演合唱曲《浏阳河》，让生活在和谐而美好的红土地上的

人民情系红土地，眷恋红土地。

３　巧妙安排教学设计
教学程序就是构成整堂课各个环节的先后次序，是

教学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和转换。我们在《浏阳河》课堂

教学中，巧妙设计，使一堂课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环

节具有鲜明的节奏感。

３．１　回顾历史，走近红土地
上课伊始，直接点出本课的主题是“红土地的歌”，然

后提问学生“为什么叫红土地的歌”，让学生带着疑问欣

赏描述秋收起义等红色记忆的音乐短片，并充满激情地

讲解：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为武装夺取政权，让人民过上幸
福、安定的生活，毛主席采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在湖南、江西等很多地方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劳苦大

众都亲切地把这些地方称为“红土地”。红歌就是赞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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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就这

样，通过短片情境和适当讲解，我引领着孩子们走近了

“红土地”，理解了它的含义，为接下来理解歌曲做好了

铺垫。

３．２　层层递进，唱响红土地
《浏阳河》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大多数学生一听

到这熟悉的旋律就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我通过赏析、学

唱以及表演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层层递进，既激发学生对

歌曲表现的兴趣，又渗透了对音乐元素的理解和领悟。

这三个层次是：精心赏析《浏阳河》、潜心学唱《浏阳河》、

倾心表演《浏阳河》。

（１）赏听童声齐唱《浏阳河》。童声齐唱《浏阳河》是
本教材的范唱曲，引导学生仔细聆听，并且交流对歌曲的

个人体验和感受。有的喜欢它优美清晰的旋律，有的认

为它一问一答的形式活泼有趣，还有的中意它口语化，朗

朗上口。此时，学生们对这首歌兴趣十足，我敏锐地把握

好这个契机，向他们介绍：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么好听

的歌，当年是湖南花鼓戏《双送粮》中的一段对唱。有一

位从红土地走出去的歌唱家将它化戏为歌，结果却唱遍

了整个中国。在引起学生高度的好奇心之后，我顺势利

导，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２）赏听李谷一演唱《浏阳河》。在这个赏听环节中，
更加注重引导学生聆听并且比较它与教材范唱的不同。

通过一个开放式的提问“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让学生

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他们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并随

机进行点拨。在与学生的平等交流中，引导他们关注李

谷一老师演唱中所蕴含的“湘味儿”，感受她在演唱旋律

上采用的“即兴加花”手法给作品增添的更加浓郁的韵

味。她在间奏时加入的长沙方言“哦，咯还不晓得！”使作

品更为丰富，为歌曲增添了不少色彩。

（３）赏听成人合唱《浏阳河》。有了品味、欣赏前面两
首歌曲的经验，能使学生感受到这首成人合唱曲丰富的

和声、磅礴的气势，并产生了更加丰富的联想。

（４）倾心表演《浏阳河》。这个环节中设计了师生对
唱、加动作唱和即兴表演。引导学生分别用优美轻快、诙

谐风趣和坚实肯定、明快自豪的情绪来演唱问和答，加上

动作使衬词的演唱显得更加富有“湘味儿”，最后的即兴

演唱更使课堂气氛达到了高潮。

３．３　拓展延伸，情系红土地
为进一步开阔学生视野，升华学生情感，我们设计了

本课的第三步流程———拓展延伸，情系红土地。首先，以

曾创作出两届奥运会主题歌的意大利老人乔治·莫洛德

尔的一段话作为切入点，“用什么声音来打动全世界的人

呢……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浏阳河》了，因为

它不单是毛泽东的故乡，而且旋律简单优美，能让不懂音

乐的人听上三遍，就可以哼出来。”随后，引导学生分别欣

赏钢琴和古筝演奏的《浏阳河》片段，又结合毛主席家乡

风光短片即兴范唱了《又唱浏阳河》，最后以“忐忑”版

《浏阳河》激情、热烈、诙谐地回味结束教学。教学是一个

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经验获得的过程［１］。通过这一环

节，学生进一步了解了音乐作品丰富的表现力，加深了对

音乐作品表现形式的理解，并对歌唱的不同表现形式，如

人声、钢琴、古筝的不同音色有所体验，增强了想象力、创

造力，为发展音乐素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个教学程

序环环相扣，步步推进，节奏紧凑，一气呵成。

４　优化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思想、方法模式、技

术手段等方面动因的集成，也是建立在生命基础之上的

活动［２］。就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而言，教学方法的有效实

施是优化教学策略的关键环节。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的特

点，采用了聆听法、讲述法、比较法、讨论法教学，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了音乐课堂教学感性与理性的互补，拓

宽了音乐教学的渠道，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聆

听与分析音乐作品的能力。

４．１　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
学习是学生主动的建构活动，学习应与一定的情境

相联系。播放音乐短片《红色的记忆》，让学生了解“红土

地”的歌的含义，加深理解。充分利用学生在听赏过程中

所积累的感性与理性认识，抓住时机激励学生积极主动

地学唱和即兴表演，如师生表演唱、生生对唱、集体表演

唱等。同时，在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掌握和

感受音乐特殊的“留白”方式———八分休止符的演唱，以

及民歌曲中使用“加花”和“衬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了解

湖南民歌的特殊韵味来突破本节课的教学难点。

４．２　设置有效的课堂提问
课堂提问是一门艺术，“教学的艺术全在于如何恰当

地提出问题和巧妙地引导学生作答。”例如：为什么叫红

土地的歌；童声齐唱、独唱、对唱、合唱听后你们的感受又

有什么样的异同；八分休止符，让你们感觉演唱时音乐特

殊的“留白”方式，为什么给人以音乐生活化及“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感觉；人民为什么《又唱浏阳河》；爷爷、奶奶们

为什么要用《忐忑》的旋律来改编歌曲《浏阳河》等等。这

些问题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启发性、思辨性，培养

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４．３　精心安排课堂活动
经过精心安排的课堂活动，形式活泼、多种多样，内

容开放性强，过程突出探究，重视活动中学生的感受、体

验、实践，因而学生乐于接受，能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个

性特点，有利于开启学生智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让学

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本课精心安排了赏

析、学唱、表演《浏阳河》三大板块的课堂活动，改变了原

有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形式，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和领悟，切实提高了音乐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好地坚

持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和“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４．４　设计精练的导语、结语
导语、结语设计事关教学成败。导语、结语使用的精

彩在于巧妙。巧妙的导语和结语设计能够促使学生产生

浓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够促使学生主动

获取知识。导语设计要有针对性、启发性、趣味性，结语

设计要首尾呼应、画龙点睛、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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