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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快乐的小雨点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雨是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带给了孩子们许多乐趣。从古到今,无

论是文学作品、美术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有许多借雨抒情的佳作。

给雨赋予拟人化的形象是本单元主要设计思路。“快乐的小雨点”把我们带

进了一个雨的世界,让学生充分感受在雨中游戏的快乐。通过聆听、唱歌、表演、

编创旋律、用颜色表现音乐、用形体动作表现音乐的训练,学生能在活动中感受

大自然的美好,了解关于雨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编创能力和表现能力。

本单元安排了两个板块:

1.“小雨沙沙”。

经过寒冷的冬天后,蒙蒙的春雨带来了春的消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万

物复苏。小草从泥土里探出小脑袋,种子拼命地钻出泥土感受着春的气息,小树

发出了新芽,春雨带来了美好,带来了希望。为了让学生感受这美好的景象,本

单元设计了“小雨沙沙”这一标题,告诉学生“下雨啦”。

首先安排欣赏童声合唱《春雨蒙蒙地下》,歌曲轻快活泼,描绘了一幅美妙的

雨中景象。

接着安排学习歌曲《春雨》,歌曲活泼有趣,“滴答滴答”的雨声告诉我们下小

雨了,雨中有许许多多的说话声。

2.“戏雨”。

在本单元的第二个二级标题“戏雨”中,雨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快乐

的小雨点”。首先安排了编创活动《大雨和小雨》,让学生自由编创大雨和小雨的

声音,启发学生口头编创两小节的旋律,并再一次复习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时

值。然后安排了歌曲《大雨、小雨》,引导学生通过大雨、小雨的不同声音感受力

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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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游戏充满了童趣,也是孩子们喜爱又常常被禁止的。接下来,安排了

两个活动。第一个是歌表演《我在雨中歌唱》,引导学生在歌唱的过程中,不断编

创歌词和动作。第二个是活动《雨中乐》,在教材中图画的提示下,引导学生说说

在雨中玩耍过的游戏,让学生想想还有什么游戏是可在雨中玩耍的。通过活动

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二)内容结构

快
乐
的
小
雨
点

—

—

小
雨
沙
沙

—
—欣赏《春雨蒙蒙地下》(合唱)
 
—唱歌《春雨》

—戏
雨

—

—活动《大雨和小雨》
—唱歌《大雨、小雨》
—歌表演《我在雨中歌唱》
—活动《雨中乐》

(三)教学目标

1.在音乐活动中感受雨中玩耍的快乐,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2.能够编创节奏并用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

3.在歌唱活动中能够保持良好的歌唱习惯,尝试着用声音表现不同的音乐

情绪。

4.在歌唱中体验声音强弱的变化,并能够用自己的声音进行表现。

5.在歌唱、实践活动中感受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春雨蒙蒙地下》(合唱)

  这是一首童声合唱歌曲,一段体,大调式, 拍,形象地描述了春雨朦胧的美

丽景色。
歌曲由多个乐句、乐节、乐汇构成。歌曲一开始呈现了两个并列的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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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为我们确定了歌曲的音乐情绪,小幅的跳跃和级进的交替进行,使歌曲

旋律清新、自然。在这一旋律后,作者采用了四个并列的乐汇,在每一个乐汇中

还穿插了短小的间奏,二声部的使用为歌曲增加了色彩。这四个乐汇仿佛为我

们形象地描绘了春雨的“刷刷”声,为歌曲增加了跳跃、灵动的感觉,而间奏仿佛

是雨滴落下的回声,让人回味无穷。

随后的四个乐句,为歌曲的副歌部分。第一、二、三乐句均由四个小节构成,
第四乐句为弱起,采用了衬词,由六个小节构成。

在歌曲的最后部分,设置了一个较长的间奏,使歌曲的意境更加深远,并过

渡到结束乐句上。

结束乐句的前半部分为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在后半部分采用了前面的并

列乐汇,运用了单个乐汇的多次反复,中间穿插间奏的手法,仿佛“唰唰”的雨声

越来越弱。
整首歌曲旋律流畅、委婉,节奏排列较为宽松,间奏的巧妙运用为歌曲意境

的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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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春雨蒙蒙地下
(合唱)

流畅、清新地

 乔羽 词
吴大明 曲

(二)唱歌《春雨》

这是一首一段体,E大调的儿童歌曲。在歌曲的开始部分,作者加上了四个小节

的引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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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歌曲的主体部分,在结束的地方同样加上了一个小节的尾声,增加了歌

曲活泼跳跃的情绪。

引子部分由四个小节构成。旋律从主音“”开始,以两个小节为单位,采用

了“ ”的节奏型来展开旋律。这种

节奏型的使用,使音乐欢快、活泼的情绪显得非常鲜明。而歌词中出现的“滴答

滴答”的雨声,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一幅“下小雨啦”的图画。

歌曲的主体部分由四个乐句构成。旋律同样从主音开始,每个乐句两小节,

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奏。

歌曲尾声部分的节奏由前面部分发展而来,“

”,增加了音乐的跳跃感。

(三)唱歌《大雨、小雨》

歌曲为一段体,大调式, 拍,由多个乐汇、乐句构成。歌曲采用了力度的变

化,形象地表现了大雨和小雨的雨声。

歌曲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乐汇的反复“

”,作者通过力度的变化对比,仿佛告诉我们大雨、小雨来了。

第一乐句为歌曲的第五至八小节,旋律由乐汇的乐思重复发展而成。第二

乐句为歌曲的第九至十二小节,乐句中同样采用了力度的对比,表现大雨和小雨

的声音对比。第三乐句为第二乐句的完全重复。

在歌曲的结束部分,作者再一次运用并列的乐汇,同时采用力度的对比,表

现大雨、小雨终于落下来了。

整首歌曲旋律简单流畅,歌词简洁,巧妙地运用了力度的对比,是一首非常

好听的儿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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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一)欣赏《春雨蒙蒙地下》

  这是一首童声合唱歌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雨的美丽景色。教学时,老师

应紧紧抓住歌曲情绪,引导学生进行体验。在反复聆听后,可引导学生随音乐演

唱歌曲的旋律。结合教材上呈现的歌谱,引导学生感受歌曲间奏在表现歌曲时

起到的作用。

教材中呈现的“唱一唱”是一个发声练习。在这一发声练习中,首次出现了

三度音程的二声部练习,通过这样的练习循序渐进地引入二声部合唱的训练,为
三年级合唱的进入打好基础。因此在教学时,老师应首先注意音准和声部的和

谐,再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在前面四个小节的歌唱中调整好学生呼吸、发声位

置,要求学生轻声歌唱,最后进入二声部演唱。

(二)唱歌《春雨》

歌曲《春雨》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雨声、种子、梨树、麦苗以及孩子的说话声,

歌曲富有童趣。在教学中,老师可让学生完整地欣赏歌曲,然后将学生分为五个

小组分别扮演角色,例如:第一小组扮演小雨、第二小组扮演种子、第三小组扮演

梨树、第四小组扮演麦苗、第五小组扮演孩子,每一个小组分别按节奏读出自己

扮演的角色的歌词,然后开展听音乐读歌词的游戏,在游戏中熟悉歌词。最后三

小节歌词的学习,由全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结合拍手、拍手心的动作完成。在

活动后,采用听音乐轻声哼唱、听音乐唱歌词等形式学唱歌曲。学习歌曲后,老
师采用谈话法启发学生说说在雨中还有谁想说话,例如青蛙、鱼儿、小树等,它们

想说什么,填入框中(教材中已留)读一读,放到歌曲中唱一唱。

通过对歌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歌曲的节奏出现了附点八分音符以及八

分休止符。这两个音乐知识是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除此之外,

歌曲中的其他音符都是学生已经能够独立认识的音符。因此,我们可以判定,附
点八分音符以及八分休止符将是学生学习时会遇到的难点;引子和尾声虽然歌

词相同,但节奏不同,这也是二年级学生在演唱歌曲时将会遇到的难点。

歌曲的情绪是欢快、活泼的,这就需要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来演唱,表现歌曲

欢快的情绪。通过两年的歌唱学习,学生已经能够用连贯的声音来表现抒情、优美

的歌曲情绪。而怎样让歌声既连贯又有弹性,将是本首歌曲演唱的技能难点。

(三)活动《大雨和小雨》

《大雨和小雨》是一个与音乐知识密切相关的编创活动,包括按节奏编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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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口头编创两小节短句、感受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

对于雨点的声音,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利用这一特点,老
师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编创方案,引导学生按节奏读出来,再编上旋

律唱一唱,完成口头编创两小节短句的任务。同时结合大雨和小雨的声音特点,

感受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

(四)唱歌《大雨、小雨》

歌曲采用了“哗啦啦”“淅沥沥”的象声词为我们形象地模仿了大雨和小雨的

声音,整首歌曲中都用 标记出了大雨、小雨的不同力度。在教学中,我们应

紧紧抓住歌曲的这两个特点来进行。

首先,延续编创活动《大雨和小雨》,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节奏活动。

引导学生编创大雨和小雨的声音,然后加上歌曲的第一、二乐句的旋律进行视

唱。通过这样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第一、二乐句的旋律。第三、四乐句的学习可

采用视唱、模唱的方法进行。要注意的是,教学过程中,始终要关注乐曲的力度

记号,运用大雨、小雨的音乐形象引导学生区分出强、弱,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感受力度的变化,为三年级学生学习力度记号打下基础。

(五)歌表演《我在雨中歌唱》

这是一个师生合作共同完成的音乐活动。首先老师应教学生唱会歌曲,但
是对于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歌曲的节奏有一定的难度。教学中,老师切不可机械

地让学生认读节奏,而多采用听唱、教唱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歌曲,并加上律动

动作,进行歌曲表演。

在学会歌曲后,老师可在歌曲的第九、十小节处更换歌词,例如更换为“围过

来、伸伸手、跷拇指、跷拇指”“跑过来、跑过来、撅屁股、撅屁股”等,然后可引导学

生编创歌词。

(六)活动《雨中乐》

这是一个与音乐要素———速度有关的活动。活动以雨中的游戏为载体,设
置了“在雨中漫步”“欢快地戏雨”两个场景,采用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速度进行表

现,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感受速度这一音乐要素对于音乐情绪的表现作用。

教学时,老师可先弹奏主题旋律,引导学生哼唱,感受旋律欢快活泼的情绪,

然后运用图片等教学手段创设两个不同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自由选用不同的

速度表演不同的戏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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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春雨》

(一)教学目标

1.在歌曲学习过程中认识休止符,了解休止符的作用。能拍出带八分休止

符的简单节奏,在演唱中唱出八分休止符。

2.用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表现歌曲欢快的情绪。

3.通过歌曲的学习,感受春雨、春景的美,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二)教学重、难点

能准确地演唱带有休止符的乐句,体验休止符对歌曲情绪的表现作用。

(三)教学准备

钢琴、教学课件。

(四)教学过程

1.导入

老师: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我喜欢春天,看,蒙蒙的春雨带来了春的消息,

让我们走进春天,欣赏春天的美景吧。

老师:都看到了什么景色? (学生答略)

老师:下小雨啦! 小雨细细地、轻轻地下,细心的同学们发现,小雨有变化

了。现在跟着老师一起读。

板书呈现:

2.学习歌曲

(1)聆听全曲,听辨两种节奏。

老师:老师带来了一首欢快的歌曲《春雨》,让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当你们听

到第一种“下/小雨啦!”请用“”表示。当你们听到第二种“下小雨/啦!”,请用

“”表示。看看你们能不能听出两种小雨的声音!

老师:同学们耳朵真灵,“下/小雨啦!”,出现在歌曲的前两句,而“下小雨/

啦!”,出现在歌曲的最后。让我们随着音乐读一读。
(2)解决重点。

老师:我们一起唱一唱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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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加上歌词我们再唱一唱。

老师:春雨滴滴答答地下,越下越大,雨声越来越强。多欢快啊,我们的心情

多愉悦啊!
(3)解决难点。
老师接唱后半部分。
老师:种子怎么说?
老师:让我们再听一听他们讲话的节奏。
学生: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老师:跟老师一起来学学种子说话。(按节奏读)
老师:梨树怎么说?
学生: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老师:麦苗怎么说?
学生:……
老师:孩子怎么说?
(4)完整而有节奏地读读歌曲中间的四句。
老师:他们看见春雨多快乐啊! 老师用动作表达对春雨的喜爱之情,同学们

仔细看。
老师:起立和老师一起表演。
(5)演唱歌曲中间部分。
老师:让我们唱一唱。
老师:种子在土里,急切地想钻出土地,欣赏春天,心情多么迫切呀! 洁白的

梨花开在高高的枝头! 我们看见这么美的梨花,心里美滋滋的。小小的麦苗,个
子矮矮的,音也低低的。在春天,最快乐的还是你们,脱下厚厚的衣服,在绿油油

的草地上奔跑,多自由,多开心。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你们的快乐。
老师:从头唱一唱。
老师:这次,请同学们加上动作来演唱。
老师:请第一、二组的同学们扮演种子,第三、四组的同学们扮演梨树,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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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同学们唱麦苗,第六组的同学们扮演孩子。
(6)学习最后一句。
老师:春雨渐渐下小了,我们轻轻唱一唱歌谱。
老师:雨越下越小,声音越来越弱。
(7)完整聆听、演唱歌曲。
老师:我们从头听听这首欢快的歌曲。(老师播放范唱音乐)
老师:让我们用歌声把心中的快乐表达出来吧!
(8)表演唱。
老师:同学们起立,随着欢快的音乐加上动作边唱边表演。(播放伴奏带,老

师带领学生做动作)
(9)师生合作。
老师:听到动听的歌声,老师也想唱唱啦,我扮演春雨,你们分其他角色

演唱!

3.编创歌词

老师:除了种子、梨树、麦苗,同学们,还有谁在对春雨表示欢迎,在对春雨说

话呢?
老师:哪个同学来把小草的话说给大家听?
学生:……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把小草说的话用歌声唱出来。

(王娜)

五、补充资料

下雨了

稍快

 孙愚 词
王利根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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