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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可爱的动物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小鸡、小鸭、小熊、小羊、狮子、公鸡……这些都是孩子们喜爱的动物,它们可

爱的形象、有趣的声音伴随着孩子们的童年,为孩子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

色彩。

本单元以动物为主要设计线索,选用了多种动物的声音和形象,为孩子们展

开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动物”画卷。

什么东西那么有趣呢? 那是小动物的歌声。对小动物那高低、长短、强弱不

同的声音的探索,将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乐趣。狮子、小兔、小熊、小鸟,可爱的

动物们也在音乐中欢迎着孩子们的到来。

在第一个板块“小小动物真有趣”中,小动物的声音会一直伴随着孩子们的

学习。首先呈现的是一个有趣的音乐活动《谁的声音那么有趣》,在活动中孩子

们将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唱歌《有趣的声音》将引导孩子们在歌唱中感受声

音的长短:音乐活动《小动物的歌声》会让孩子们初次体验到编创的乐趣。

在第二个板块“小小动物真可爱”中,小兔、小熊、狮子、小鸟依次出场。律动

《动物园》将让孩子们和小动物们一起蹦蹦跳跳;欣赏《狮王》中那狮子的吼叫声、

威武的步行姿态将带给孩子们模仿的快乐;欣赏《鸟店》中的小鸟们用长短不同

的声音唱着优美的歌;音乐活动《顽皮的小动物》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考验着孩

子们的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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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可
爱
的
动
物

小小动物真有趣

活动
 

《谁的歌声那么有趣》

唱歌
 

《有趣的声音》

活动
 

《小动物的歌声》

小小动物真可爱
欣赏

 

《狮王》(管弦乐)

律动
 

《动物园》

欣赏
 

《鸟店》(管弦乐)

活动
 

《顽皮的小动物》

(三)教学目标

1.在聆听、演唱、编创活动中,体验小动物声音的区别,感受声音的长短、高
低、强弱,体验和小动物一起玩耍的快乐心情。

2.在活动中尝试着编创小动物的声音,初步感知编创的方法。

3.在聆听活动中,尝试着用线条来表现对音乐的感知。

4.在活动中,与老师合作,学会聆听老师演唱的节奏,并进行节奏模仿。

5.能够在演唱活动中掌握正确的歌唱姿势,用自然的声音轻声歌唱。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有趣的声音》

歌曲为C大调、一段体,由六个相对工整的乐句构成。1~5乐句均由四小

节组成,结束句由七小节组成,歌曲采用音阶形式排列发展而来,适合低年级学

生的音乐认知水平,并通过师生对唱的有趣方式,让学生乐于学习。节奏方面,
通过模仿不同的动物的叫声,引导学生对“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的时

值有听觉感知。歌曲旋律多采用级进和小跳,歌词口语化,具有典型幼儿歌曲的

特点。

(二)欣赏《狮王》(管弦乐)

这段音乐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引子,C大调, 拍,行板。共十二小节。乐曲以钢琴的震音开

始,接着弦乐在低音区与两架钢琴一起奏出从弱到强的音响,把人们带到喧闹的

热烈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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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这一进行曲采用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先由两架钢琴奏出四小节

的行进节奏,随后由低音弦乐器奏出《狮王》的主题:

中部的钢琴与低音弦乐采用急速、富有力度变化的半音进行,模拟狮子粗犷

的吼叫声。
然后,由钢琴在高音区再现《狮王》的主题,最后以狮子一声巨吼结束。
此曲的结构图式:

(第1~12小节)  
引子

(第13~34小节)  
A

(第35~48小节)  
B

(第49~70小节)  
A

(三)欣赏《鸟店》(管弦乐)

《鸟店》为 大调、 拍、复三部曲式结构。开始是引子,小提琴轻柔而优美

的颤音,描绘了东方出现的曙光。这时,布谷鸟报时钟的小鸟欢快地跳起来,雄
鸡也随即啼叫起来。接着,大提琴演奏的一段优美、抒情的旋律,好像告诉大家:
又一个美丽的清晨来了。首先登场的是小黄莺的欢声高歌:

这个主题反复了三次,在每一次的后半部,单簧管都用颤音加入这歌唱的旋

律,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其他鸟儿加入歌唱,一领众和的场景。
这时旋律产生向 大调离调的倾向,但很快又回到主调上来。
经过一个短小的双簧管引出,再经由单簧管奏出的上下起伏波动的过渡,乐

曲进入中段。这是一首由单簧管主奏的、活泼的波尔卡舞曲。在音乐进行中,能
听见表现小鸟的有节奏的歌声。

当这个主题反复时,大提琴用对位手法演奏另一条副旋律。

接着,小提琴演奏抒情的第二主题,大提琴仍然用对位手法演奏副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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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简短的过渡,乐曲转为 大调,再现上面的主题。乐曲慢下来后,
出现乐曲开始时由大提琴演奏的那段优美、抒情的旋律。音乐在进行中,始终伴

以各种鸟儿的欢叫声。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晨祷的时间到了。突然,鸟的叫

声停止了,一片寂静。噢,原来一只猫闯了进来,它虎视眈眈地盯着笼子里的小

鸟,那将是一顿美餐啊! 可小鸟们都在笼子里,猫围着笼子转了几圈,无可奈何

地夹着尾巴走了,店里的小鸟又重新活跃起来。乐曲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

三、教学建议

这是一个围绕小动物而设计的主题单元,在这一单元内容中采用唱歌、欣
赏、律动、音乐活动来呈现。整个单元包含七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在教学中,通
过各种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从听觉上感受声音的长短、高低、强弱,培养学生用线

条和形体动作表现音乐。在演唱活动中,要求学生能够保持正确的歌唱姿势,用
自然的声音轻声地歌唱。

(一)小小动物真有趣

1.活动《谁的歌声那么有趣》。
这是一个较为连贯的活动,活动一开始从听觉入手,通过不同的动物的声音

来引导学生区别声音的长短;接着,同样通过聆听,引导学生感受声音的高低;最
后通过编创活动,引导学生感受声音的强弱对比。

这个活动是老师让学生第一次从听觉上明确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的概

念,在活动中老师要抓住这三个音乐要素展开教学。
操作建议:
(1)感受声音的长短。
老师: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几个小伙伴,你们听———它们在和你们打招

呼呢! (图片出示动物形象,每出现一个动物,老师就按照书上标记的节奏读出

动物的声音)
老师:小动物们的歌声真好听,不过它们的声音是有区别的。我们再来仔细

听一听,辨别下谁的声音长、谁的声音短? (将小羊和鸭子的声音做对比,将小狗

和小鸡的声音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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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也来模仿一下它们的歌声。(学生按节奏读出动物的叫声,教师

注意关注学生的歌唱姿势,以及要轻声、自然地读)
(2)感受声音的高低。
老师:小动物的歌声不仅有长短,还有高低呢! 你们听……(老师演唱动物的

歌声)
老师:我们也来学一学小动物的歌声。
学生:略。
老师:谁来说一说哪种小动物的声音高,哪种小动物的声音低?
(3)感受声音的强弱。
老师:声音有长短、高低,还有强弱。你们听。(老师模仿老牛和小鸡的声

音,通过老师的示范,引导学生感受声音的强弱)
老师:请同学们模仿一下小老鼠、青蛙、公鸡的声音,说说谁的声音强,谁的

声音弱。
老师:同学们,你们还能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吗? 每次比较两种小动物,说

说它们的长短、强弱、高低。

2.唱歌《有趣的声音》。
这首歌曲通过模仿动物的叫声,采用师生接唱的形式呈现。通过教学,引导

学生感受二分、四分、八分音符时值的长短,进一步巩固歌唱的姿势和歌唱技能。
详细教学建议见课例。

3.活动《小动物的歌声》。
这个活动结合了第一单元川剧锣鼓的知识进行教学,体现了教材音乐知识

的连贯性。要求学生按照图形谱的提示,以及谱例所呈现的要求,按照节奏编创

小动物的声音。通过活动,引导学生感受音符时值的长短,培养学生的编创意识。
操作建议:
(1)熟悉旋律、编创歌词。
老师:小鸡、鸭子、小羊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它们的歌声非常好听。谁来模

仿一下它们的叫声?
学生:略。
老师:老师这里有三条旋律,你们能把它们的歌声填进旋律中吗? 我们来试

一试。(师唱旋律,生接唱歌词。可进行多次接唱练习,要求学生能够保持歌唱

的正确姿势,轻声、自然地歌唱)
(2)对比声音的长短。
老师:小动物的歌声长短不一样,谁能来说一说?
学生:略。
(3)用川剧锣鼓经作为演唱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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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再来唱一唱小动物的歌声。(学生演唱,老师在学生演唱时加入

川剧锣鼓经的伴奏)
老师: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学过的川剧锣鼓经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生

按照书上的节奏读川剧锣鼓经)
老师:现在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演唱动物的歌声,另一个小组用川

剧锣鼓经进行伴奏。

(二)小小动物真可爱

1.律动《动物园》。

这是一个围绕小动物的形象来设计的律动,旨在通过活动,引导学生用身体

动作表现对音乐的感受。在教学时,老师可采用引导的方式,边听音乐边带着学

生进行律动表演,律动动作老师可根据歌曲进行自由的编创。在律动中,学生学

习动作的同时聆听歌曲,在熟悉后学生可随录音伴奏演唱歌曲进行表演。

2.欣赏《狮王》。
这是管弦乐《动物狂欢节》中的一个乐章,乐曲主要表现了狮王威武的步伐

和吼叫声。教学中老师要充分利用狮王这一音乐形象,在聆听中引导学生在感

受的基础上进行形体模仿,并能够选择线条来表现狮子的吼叫声。
操作建议:
(1)初听。
老师: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乐曲。我们来听一听,这首音乐

表现了什么动物。(播放录音,学生聆听后回答,培养学生安静聆听音乐的习惯)
老师:其实啊,这首乐曲叫作《狮王》,也叫作《狮王进行曲》。它表现了狮子

威武高大的形象。
(2)复听。
老师:在音乐中出现了模仿狮子叫声的音乐。我们再来听一听音乐,当你听

到狮子的吼叫声时请用动作表现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音乐想象

力和听辨能力)
(3)用线条表现音乐。
老师:刚才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听到了用钢琴模仿的狮子的吼叫

声。你能选择一种线条来表示这种声音吗? 我们再来听一听音乐的第一乐段,
当狮子的吼叫声出现时,大家边听边用手势画线条。

(4)用身体动作表现音乐感受。
老师:狮子是森林之王,它凶猛、威严。在刚才的音乐中,有一段就表现了狮

子在森林里迈着威武的步伐巡视着自己的王国的情形。你们听……(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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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乐段)
老师:我们随着音乐来模仿一下狮子的步伐。(播放音乐第二乐段,学生自

由地用形体动作表现狮子的步伐)
(5)聆听全曲。
老师:我们再来完整地聆听全曲,在听的时候你可以随着音乐用你的动作表

现音乐。

3.欣赏《鸟店》。
这是一首短小的管弦乐曲,乐曲用非常形象的音响表现了小鸟的声音,富有

童趣。
操作建议:
(1)初听。
老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乐曲,我们来听一听,在音乐中都出现了

哪些小动物的叫声。
学生:略。
(2)分段聆听。
老师:原来有公鸡、小鸟,还有一只淘气的小猫。这段音乐给我们讲了一个

有趣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让我们在音乐中去寻找答案吧! (播放音

乐的引子、第一乐段)
老师:清晨,太阳慢慢地从山后升起来了。布谷鸟报时钟敲了四下。哦,原

来是清晨的四点钟,公鸡在门外啼叫,告诉人们新的一天开始了。
老师:我们接着来听听音乐的中间部分,当你听到音乐中小鸟的歌声时,用

动作表现出来。(聆听音乐的第二乐段)
老师:在音乐的第三部分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声音,一个是教堂的钟声,另一

个是一只淘气的小动物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谁又加入了音乐中。(播
放音乐的第三部分)

老师:原来是一只淘气的小猫。
(3)用线条表现音乐。
老师:在我们的音乐中有这样的几个主角:公鸡、小鸟、布谷鸟报时钟、小猫。

我们再来听一听音乐,一边聆听一边用线条来表现它们的声音。

4.活动《顽皮的小动物》。
这是一个师生共同进行的歌唱活动。学生演唱的节奏儿歌部分是老师歌唱

节奏的模仿重复。在这样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听觉能力和模仿能力,并进一步

要求学生能够保持自然、轻声的歌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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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唱歌教学课《有趣的声音》

(一)教学内容

1.听辨动物的声音,感受音的长短、高低、强弱,感受“ ”“”和“ ”的时

值长短。

2.学习歌曲《有趣的声音》。

(二)教材分析

本单元以“可爱的动物”为标题,安排了唱歌、律动、欣赏、编创活动等教学内

容,帮助学生获得声音有高低、强弱、长短的认识。引发学生对动物的浓厚兴趣,
使学生感受到人与动物、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有趣的声音》是一首很

有特色的儿童歌曲,通过师生对唱的形式,让同学们模仿小动物的叫声,生动地

表现了同学们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歌曲为C大调、一段体,由六个相对工整的乐句构成。第一至第五乐句均由

四小节组成,结束句由七小节组成,歌曲采用音阶形式排列发展而来,适合低年

级学生的音乐认知水平,并通过师生对唱的有趣方式,让学生乐于学习;节奏方

面,通过模仿不同的动物的叫声,引导学生对“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的
时值有听觉感知;音乐旋律多采用级进和小跳,歌词口语化,具有典型的幼儿歌

曲的特点。

(三)学情分析

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虽然对乐理知

识掌握少,但是模仿能力强。喜爱动物是孩子们的天性,他们常常在生活中模仿

动物的叫声和形态。在孩子们眼里,可爱的动物是他们可以交流玩耍的朋友。
本课从学生的经验引发,引导学生模仿不同动物的叫声,通过模仿动物的声音体

会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指导学生用手或节奏乐器拍击出不同的节奏,感受

、和 的时值长短;一年级学生演唱技能不强,歌曲《有趣的声音》采用了

师生对唱的形式,主要采用听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听辨动物声音的旋律高低、
强弱、长短,激发学生的兴趣,降低学习难度。

(四)教学目标

1.在歌唱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与动物和谐相处。

2.通过模仿动物的声音,体会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感受“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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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值长短。

3.能用欢快的声音和情绪演唱歌曲。

(五)教学重、难点

体会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感受“ ”“”和“ ”的时值长短。

(六)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律动

老师:同学们,小动物真可爱,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教学行为:播放歌曲录音范唱,学生模仿小动物的动作。

环节目标:用律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兴趣。聆听歌曲,为后面歌曲表

演做铺垫。

2.模仿动物声音,体会音的长、短

(1)导入。
老师:大家表演得真棒,看得出你们非常喜欢小动物。能告诉老师你最喜欢

哪种小动物吗? 你能模仿一下它的声音吗? (学生自由模仿动物的叫声)
(2)体会音的长、短,感受“ ”“”和“ ”的时值长短。
老师:同学们,老师请来了好多森林里的小动物。小牛、小鸭和小鸡要给大

家打招呼,仔细听它们的声音:哪一个长,哪一个短? 请你来学一学。(点击课

件,出现小动物的图片)
板书设计:

老师:恩,真棒! 老师也来学一学。
教学行为:老师边模仿边拍手。(小牛叫一次,是两拍,每一拍拍一次手,两

小节共拍四次手)
老师:老师学的时候加上了拍手的动作,共拍了四次。现在我们再来学一

次,同学们一起来数一数,小牛、小鸭和小鸡分别叫了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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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略。
老师:声音是有长有短的,小牛的声音最长,小鸭的声音比小牛的短一半,小

鸡的声音最短。跟老师一起边拍边学。
教学行为:学生跟老师一起边拍边模仿叫声。

环节目的:学生通过用声音和拍手来模仿,感受“ ”“”和“ ”的时值

长短,也为后面的歌曲学习打下节奏基础。

3.学唱歌曲《有趣的声音》

(1)聆听、感受歌曲。
老师:今天,小动物们要和我们一起开音乐会呢! 听,它们唱起来了。(播放

录音范唱,边听边请学生模仿动物动作)
(2)听辨歌曲中动物歌声的高、低,并学唱歌曲第一、二乐句。
老师: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歌曲《有趣的声音》。声音有高有低。现在听老

师学唱小鸡和小鸭子的歌声,听听谁的声音高,谁的声音低。
教学行为:
老师展示歌单,范唱第一、二乐句。
板书设计:

   

学生:略。
老师:请你们学学小鸡和小鸭的歌声。(师生接唱第二乐句)
(3)听辨歌曲中动物歌声的高低,并学唱歌曲第三、四乐句。
老师:比一比,小绵羊的声音和小黄牛的声音谁高谁低。
教学行为:
老师范唱歌曲的第三、四句。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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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再来学一学它们的歌声。(学生跟琴演唱歌词)
(4)完整演唱第一至四乐句。
老师:我们来合作一下,老师唱前面的部分,你们唱小动物唱歌的部分。(师

生接唱)

环节目的:让学生感受动物声音的高、低,学会歌曲的前面部分。

(5)听辨歌曲中动物歌声的高低,并学唱歌曲第五、六乐句。
老师:最后唱歌的是谁呀? 我们来听一听。
教学行为:
老师范唱,学生听后回答。
板书设计:

   

老师:布谷鸟的叫声有点快,我们先来学一学。
教学行为:
引导学生按节奏读歌词,用自然的声音轻声读。
老师:老师唱前面部分,你们跟着琴轻轻地唱布谷鸟的部分。
老师:小动物的歌声真好听,我们连起来唱一唱。
教学行为:
师生合作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带着学生进行歌曲表演。

4.歌曲表演《有趣的声音》

老师:同学们,小动物真可爱,我们把这首歌加上动作一边唱一边表演。

5.小结

老师:今天,我们知道了小动物的声音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它们

的声音真美妙! 还有哪些小动物的声音很有趣呢? 你都可以把它们请到歌里

去,和它们交朋友。
(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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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动物狂欢节》组曲

《动物狂欢节》组曲,又称《动物园狂想曲》,这是一部形象生动、充满幽默谐

趣的管弦乐组曲,常采用两架钢琴和小型管弦乐队的形式演奏。

1886年2月,圣-桑斯曾先后到布拉格和维也纳等地旅行演出。途中曾在奥

地利小城库普拉哈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应巴黎的好友夏尔·勒布克(大提琴家)
的请求,为狂欢节的音乐会写了这部组曲,并亲自指挥演奏。由于这部作品中糅

合了某些名家作品的主题旋律,并加以夸张和变形,含有善意的戏谑成分和明显

的讽刺色彩,因此作者禁止在他生前出版和继续演出,但其中的第十三首《天鹅》
例外。直至作者死后的第二年(1922年),这部作品才公开出版,同年2月25日

正式公开演出。
在这部新颖的组曲中,作者以漫画式的笔调,运用各种乐器的音色和表情特

征,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动物们滑稽的动作和可爱的情态。
此曲由十三首带有标题的小曲和一首终曲组成。
〔作者简介〕
圣-桑斯(1835—1921) 法国作曲家、钢琴家。5岁起开始作曲,10岁时首

次举行公开演奏会,11岁进巴黎音乐学院学管风琴和作曲,屡次获奖。1853年

开始在圣 玛 丽 教 堂 任 管 风 琴 师。他 的 《第 一 交 响 曲》在 这 一 年 上 演 成 功。

1877年他辞去教堂的职务,埋头作曲。他是法国民族音乐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其创作具有华丽、清澈、均衡、洗练的特点,作品体裁多样,数量惊人。主要作品

有:歌剧《参孙与达利拉》,交响诗《死之舞》,组曲《动物狂欢节》,小提琴与乐队的

《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以及交响曲、协奏曲等。

动物头饰制作方法

根据《可爱的动物》一课所涉及的内容,歌曲中出现了几种小动物,如小鸡、

小羊、布谷鸟等。由于学习者是小学低段六七岁的孩子,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为激

励孩子的学习兴趣,可让同学们戴上自己制作或老师制作的头饰来学习。在教

学实施中,老师还要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让孩子们自己编创歌词,把更多的小动物

放到歌中来唱。考虑到本课小动物头饰的使用率较高,为了配合老师更好地上

好本课,特介绍动物头饰的制作方法。
材料准备:订书钉或双面胶、剪刀、彩色笔、若干硬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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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过程:

1.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好要制作的动物头饰。
(1)根据教材内容选择一种自己最熟悉或者最喜欢的动物,并想想它们的

特点。
(2)仔细观察、分析动物的形象特征。它们的头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

能否体现这种动物的特征? 如果不能,就采用全身像。
根据这些动物的特征,来确定以头像或者全身像的形式表现。

2.在硬卡纸上画出所选动物的形象。
先用铅笔在白卡纸上勾画出动物的外部轮廓,注意动物图片的大小以直

径15厘米左右为宜。然后勾画出内部线条。勾画时,最好能做到线条流畅

些,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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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一般来说以动物本身的色彩为基准,选择比实际颜色深的同类色,顺着一

个方向一笔一笔地仔细涂,不要来回涂。让每一个色块看起来笔触平整、色彩

饱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选择可行的色彩,但要注意色彩的深浅搭配、鲜
艳醒目,注重突出动物的外形特点。

4.剪出动物的外形。
等图片上的颜料干后,就可以沿着边线将动物的外形剪出来,注意不要弄

脏画面,在线条转弯处要特别小心,不要剪坏图片。

   

5.装上合适的头圈。
(1)把硬卡纸剪成若干5厘米宽的

纸条,把几根纸条用双面胶或订书钉连

接起来,围成跟佩戴头饰者头部大小合

适的圆圈。
(2)将用硬纸条做好的纸圈用双面

胶或订书钉固定在动物形象后部。
安装头圈时要注意:

①头圈大小是否合适;
②动物形象粘贴位置应该稍偏下方。

6.动物头饰完成。
一个漂亮、可爱、简单、实用的头饰就完成了,

孩子们戴上它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