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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要  求 

教案是教师实施教学的方案，一份好的方案，是教者教学思想、

教学经验与教学艺术的综合体现。教师要在个人钻研教材和集体备课

的基础上认真编写教案。具体要求如下： 

1.教师在开课前应完成本课程前两周以上教学内容教案的编写，

且分课时设计教案。 

2.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明确具体。 

3.教学过程清晰。有主要教学环节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大体分配，

能反映出师生双边活动过程。教学方法的设计，并能体现在教学

环节的安排中。 

4. 要有板书设计，有作业布置。 

5. 艺术类、体育类、计算机类等实践性课程要有学生练习中各个

环节的重点引领，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情况分析，并有与之相

对应的教学策略的阐述。 

6．要有教学反思。要点包括师生互动情况的分析，学生能力的培

养，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有待加强的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或需

要改进的方法等。 

7. 课堂讲授、实验实训课、讨论课教学均要编写教案。教师上课

时必须随堂携带教学计划、教案和教材。无教案者不准上课。对

没有教案或教案不合格者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8. 教师手写教案统一使用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备课簿。教

师可以使用电子教案，但必须使用统一封面，电子教案借鉴重复

率不得超过 30%，需有教学过程中及时完善和反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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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教学计划 

班级  19 级学前教育  科目  钢琴基础与幼儿歌曲弹唱 

周次 教学内容 周次 教学内容 

第一周 

单元 8 和弦基础知识 

任务 8.1 

三和弦概念 

三和弦的原位与转位 

正三和弦连接 

第十周 期中考试 

第二周 

任务 8.2 

和弦编配 

为旋律选配和声原则 

和声的布局与终止式 

第十一周 

任务 9.3 

F大调、d小调儿歌伴奏（一） 

F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三周 

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1 

C 大调、a小调儿歌伴奏（一） 

C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十二周 

任务 9.3 

F大调、d小调儿歌伴奏（二） 

d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四周 

任务 9.1 

C 大调、a小调儿歌伴奏（二） 

a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十三周 

任务 9.4 

D大调、b小调儿歌伴奏（一） 

D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五周 国庆假期 第十四周 

任务 9.4 

D大调、b小调儿歌伴奏（二） 

b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六周 

见习两周 

 

第十五周 

任务 9.5 

b
B大调、g小调儿歌伴奏（一） 

b
B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七周 第十六周 

任务 9.5 

b
B大调、g小调和弦训练（二） 

g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八周 

任务 9.2 

G 大调、e小调儿歌伴奏（一） 

G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十七周 期末技能考核 

第九周 

任务 9.2 

G 大调、e小调儿歌伴奏（二） 

e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第十八周 期末卷面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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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书    名：钢琴即兴伴奏实用教程（第 4版） 

编    著：丁运东 

版    次：2015年 4月第 4版 

出版发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学期所进行的是幼儿歌曲弹唱技能技巧，使用的教材是由丁运东编著的

《钢琴即兴伴奏实用教程（第 4版）》，是师范院校音乐钢琴系列教材之一。 

教材以每课一种新的伴奏音型的学习为主线索。在钢琴即兴伴奏中，伴奏音

型是千变万化的，本教材所选编的只是平时常用的一些音型，每种音型既有它鲜

明的个性，又有它的多样性。如：同一种伴奏音型由于速度不同，采用的弹奏方

法不同(连音与跳音等)所表现的效果也往往不同。 

    教材中每课的伴奏音型大都采用了五线谱和简谱两种记谱方法。采用简谱和

五线谱对照学习，一方面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能让每个学生都能

熟练地掌握简、线谱的转换。教材中也有一些伴奏音型没有采用简、线谱对照写

法，这部分内容，需要教师在教学时进行必要的指导。 

  教材中每课都选编了一些示范曲和配奏曲，示范曲是编配好和弦与伴奏音型

的成品歌曲或乐曲，起到示范作用，帮助学生在进行配奏练习时体会各种伴奏音

型和和声进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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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8  和弦基础知识 

周次 第一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任务 8.1 

三和弦概念 

三和弦的原位与转位 

正三和弦连接 

学情分析 

本课程授课对象为三年制高专班二年级学生，本学期为第二学

年的第一学期。学生已有了一年的钢琴弹奏技巧基础，包括非连音、

连音、跳音、大指移位、双音以及变音记号等基本技法训练；四分

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附点节奏、切分节奏、三连音等节

奏专项训练，手指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有了一定的提高。 

本学期开始将进行系统的儿歌弹唱训练，共分为三大部分。第

二学年第一学期是两升两降以内的关系大小调训练体系，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是儿童歌曲伴奏音型训练体系，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是儿童

歌曲附属部分的编配和舞台实践。儿歌曲目选择上将吸纳中外经典

儿歌与新时代新作品，提高高职大学生儿歌弹唱技能技巧；培养他

们良好的音乐审美素质和人文艺术修养；建立乐观、大方的健康人

格；锻炼耐心细致和坚强的意志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掌握三和弦的概念，识记原位三和弦、转位三和弦的构成；正

确、熟练的弹奏原位三和弦和转位三和弦；熟知正三和弦连接的连

接技巧。 

2.过程与方法 

正三和弦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正三和弦连接也是学习即兴

伴奏的一个难点，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弹奏，日积月累必有效果，达

到快速准确弹奏各大调的正三和弦。 

3.情感与态度 

通过本节课大量和弦的训练，培养学生不折不挠，坚持不懈的

良好学习习惯，能够意识到量变产生质变的效应。  

教学内容 
1.三和弦的概念 

2.原位三和弦和转位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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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三和弦连接  

教学重点 识记原位三和弦、转位三和弦的构成 

教学难点 正确规范的弹奏正三和弦连接 

教学方法 讲授法、练习法、体验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体验不同和弦的色彩 

1.大调和弦与小调和弦比较 

大三和弦、小三和弦都是音乐中常用的和

弦，属于协和和弦。大三和弦的色彩基调是明亮、

开朗的，好像是晴天，小三和弦的色彩基调是暗

淡、压抑的，好像是阴天。 

2.三和弦与七和弦比较 

七和弦具有不稳定因素，解决其不稳定的方

式便是直接转至主和弦，和声即是稳定与不稳定

之间的转换，不和协向着和谐发展的过程，两者

紧密相连，相互支撑。 

运用和弦色彩的

变化帮助音乐渲

染表达情感，赋

予音乐作品以灵

魂：1.形成良好

的内心听觉；2.

提升和弦运用能

力。 

 

三和弦概念 

1.和弦 

有一定音程关系的一组声音，即将三个或以

上的音，按照三度或非三度的叠置关系，在纵向

上加以结合，就称为和弦。 

2.三和弦 

在大小调和声体系中，三个音按三度关系叠

置，即构成三和弦。这是大小调和声中最常见的

和弦形式。 

 

根音：和弦最下面的音。这个音是和弦的基

 

教 师 讲 解 “ 和

弦”、“三和弦”、

“七和弦”的关

系和区别，并认

识根音、三音和

五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3%E7%A8%8B/18483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8C%E5%BC%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9%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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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和弦的原始排列中处于最低位置。 

三音：根音上的三度音。在三和弦的原始排

列中处于中间位置。 

五音：根音上的五度音称为五音。在三和弦

的原始排列中处于最高位置。 

 

 

和弦标记 

和弦的标记是以调式音阶为顺序，调式音阶

的每一音级上都可以构成和弦，用罗马数字依次

标记为：Ⅰ、Ⅱ、Ⅲ、Ⅳ、Ⅴ、Ⅵ、Ⅶ级和弦。

 

1.会辨识及书写

罗马音级； 

2.熟识每一音级

三和弦。 

三和弦原位

和转位 

 

1.三和弦原位 

以和弦的根音为低音，叫做原位和弦。 

2三和弦转位 

以和弦的三音，五音或七音为低音的和弦，

叫做转位和弦。 

 

引 导 学 生 区 分

“低音”和“根

音”的不同意义 

正三和弦连

接 

1.正三和弦 

在大小调和声体系中，调式中由主音、下属

音、属音为根音所构成的Ⅰ、Ⅳ、Ⅴ级三和弦，

分别代表着自然调式基本和声材料的三个功能，

是调式中最重要的三个三和弦，称之为正三和

弦。 

 

 

教师举例说明，

学生举一反三推

算其他调性的正

三和弦组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9F%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8%B0%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9E%E9%9F%B3/102631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2%8C%E5%BC%A6/59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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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三和弦连接（以 C大调为例） 

 

这只是常用正三

和弦连接，并非

唯一形式，需要

同学们在学习过

程中进行挖掘。 

和弦弹奏方

法 

一是良好的手型支架和松通的手腕统治三个手

指贴键弹下； 

二是三个手指平衡同步均匀触键着力； 

三是弹奏手指的弹奏重量要通畅地下沉至键盘

底部； 

四是和弦弹完后的抬手动作要由大臂带动小臂

及手腕完成。 

教师示范，并让

学生练习，同时

进行指导。 

布置作业 

1.巩固所学和弦知识；  

2.熟练弹奏 C大调正三和弦连接； 

3.举一反三：弹奏 G大调、F大调、D大调、
b
B大调及各关系小调的

正三和弦连接。 

教学总结 

本节课大家共同学习了基础钢琴学习中使用率较高的三和弦。

和弦练习是钢琴基本功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对训练同学们的双

手扩展、伸张都是有帮助的。 

和声是音乐艺术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专业术语之一，“和声学是

研究主调织体多声部音乐写作技法与创作原则的作曲技术理论学

科”，在儿歌即兴伴奏中，要求学会正确分析调性，使用合理的和弦

编配，理解传统时期和声现象内在的逻辑原理，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学好第一课显得尤为重要。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学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三和弦相关理论知识，能够演

奏 C大调三和弦的 I-IV-V级之间的连接，讲授过程中部分同学的和

弦演奏不够整齐、统一，需要课后进一步练习，并且要求同学们练

习时“带着耳朵”边听边练，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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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8  和弦基础知识 

周次 第二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任务 8.2 

和弦编配 

为旋律选配和声原则 

和声的布局与终止式 

学情分析 

通过上一节课三和弦的学习，学生掌握了原位三和弦和转位三

和弦的构成，并能在键盘上进行正三和弦的连接，在弹奏上为下一

步右手旋律选配左手和声提供一定的帮助。但部分同学由于对理论

知识模块并未完全消化，导致在变换和弦时会迟疑，耽误下一个和

弦的连接，后期需加强练习力度。 

儿歌弹唱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实践性、综合性学科，是

幼儿教师必备的专业技能，想要把“弹”和“唱”二者有机结合、

同步协作且富有不同程度的即兴创编，还需要清楚儿歌编配的基本

步骤和方法，再经过长期科学的训练才能渐入佳境。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儿歌伴奏编配的步骤与方法； 

（2）提升“弹”与“唱”同步协作的综合实践能力。 

2.过程与方法 

（1）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教学过程中渗透美育意识，培养良好的审美修养。 

3.情感与态度 

（1）学习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具备持之以恒、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2）通过儿歌《拍手唱歌笑呵呵》传递的内容与情绪，体验人之间

交流纯洁美好的心境与和睦相处的美好品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谐”的教育理念。 

教学内容 
1.为旋律选配和声原则； 

2.和声的布局与终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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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拍手唱歌笑呵呵》编配和声并尝试弹唱。 

教学重点 儿歌伴奏的编配步骤 

教学难点 和声选配的逻辑性把握；贴切的织体形象的选择。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讲授演示法、实践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抽查几个调性的正三和弦连接，起到巩固、复习

的作用。 

教师抽查，学生

弹奏。 

新课理论 

儿歌伴奏编配步骤 

步骤一：视唱旋律。 

通过视唱歌曲旋律、朗诵歌词，了解歌曲的

基本内容、体验音乐的情绪与风格。 

步骤二：分析曲式。 

分析音乐的曲式特点，判断调式调性，划分

乐句乐段。 

步骤三：编配和声。 

为歌曲内部每个小节的旋律选择恰当的和

弦。 

步骤四：选择音型。 

根据不同的情感和场景，选择适合的音型。 

步骤五：整合完善。 

完成以上基本步骤之后，还要进行自弹自唱

训练，在练习中进行修改，完善编配细节，使编

配的伴奏部分与歌曲的旋律、歌词紧密融合、形

成一体。 

1.按“步”就搬； 

2.通过分析、推

断、论证、举例

等编配程序，重

视 做 事 的 实 践

性、科学性、创

新性、协调性、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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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布局 

与终止式 

 

 

 

 

在分析作品曲式结构、调式调性等的基础

上，合理的安排和声布局和终止式。乐曲在进行

中，由于乐思的发展，形成了乐句、乐段等长短

不等的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部分，在这些部分的结

尾，产生了停顿。如文学作品的句子一样，用逗

号、句号加以区分。在乐句、乐段停顿处、结束

处的典型和声进行，称为终止式。  

    在大小调和声中，终止式是确定音乐作品句

读的重要标志，它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品调性的

核心部分。结构内部的和声进行亦以终止的进行

作为规范，这是大小调和声风格所决定的。  

   终止式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1）正格终止  

    用Ⅴ—Ⅰ的进行构成稳定终止称为正格终

止。正格终止是古典乐派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式。  

 （2）正格半终止  

    用Ⅴ构成的不稳定终止称为正格半终止。 

（3）变格终止  

用Ⅳ—Ⅰ的进行构成的稳定终止为变格终止。  

提示：变格终止在古典时期较少使用，浪漫派与

民族乐派使用较多。  

 （4）变格半终止  

    用Ⅰ—Ⅳ的进行构成的不稳定终止，称为变

格半终止。 

科学的方法论体

系可以用来提高

人们做事的成功

概率，并获取做

事的最高效益，

教育学生要用现

代哲学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坚持

以人为本。 

乐曲欣赏 

欣赏《拍手唱歌笑呵呵》 

 

感受歌曲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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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讲解 

《拍手唱歌笑呵呵》 

步骤一： 

《拍手唱歌笑呵呵》结构短小，歌词朗朗上

口，充满童真童趣，目光、拍手、唱歌、笑呵呵

等多个交流情景。 

步骤二： 

1.看调号：F大调或者 d小调 

  2.看尾音：F大调 

  3.曲式分析： 

 

  4.标记：本曲由四个乐句组成一个乐段，我们

根据四个乐句的结束音，安排四句末小节的和弦

级数（Ⅰ；Ⅴ；Ⅴ；Ⅰ） 

步骤三： 

1.在每小节内，找出旋律进行中的和弦多数音 

2.小节中强位音决定和弦；  

3.小节中时值较长的音决定和弦；  

4.儿歌多数以一小节为一个单位来选择和弦；  

5.尽量避免和弦链接的单一、重复、呆板，还

要考虑到低音线条的流动性等问题。 

步骤四： 

《拍手唱歌笑呵呵》从每一句的第一小节来

看，有着明显的创作手法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

 

 

 

 

 

 

 

 

1.引导探究； 

2.思政渗透：生

活的美好都源于

“仁爱”。仁爱可

以在人与人之间

传递，是获得真

挚友谊的保障，

自己为之付出，

才会收获更多。

实施途径：通过

曲目情绪的传

递，让学生感受；

通过师生交流，

进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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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第三句的伴奏音型，起到转折的效果。  

步骤五： 

进行弹唱整合，吐字清晰、歌声响亮，注意

旋律的流畅进行。 

知识拓展 

活跃的创作思维、丰富的想象力能使伴奏变

得生动、更有光彩，对儿歌的表现也能锦上添花。

编配者的创作思维可以从“前奏、间奏、尾奏的

设计”、“对旋律的装饰、加花、变奏”、“副旋律

的创作”等方面得以提升。 

培养学生开放性

思维，挖掘他们

的无限可能。 

布置作业 

1.复习儿歌编配过程每一环节中理论架构，包括和弦、曲式、乐句

等知识点； 

2.熟练弹唱《拍手唱歌笑呵呵》。  

教学总结 

为旋律配置和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质量的良莠，将直接影

响到即兴伴奏的整体水平，也影响到歌曲作品艺术价值的最终体现。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大家要善于分析和积累各种歌曲伴奏的优秀

谱例，了解并掌握和声配置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以及和声布局、终止

式的安排，提高自己和声配置的实际能力和水准。 

在拥有了以上技术后，儿歌编配最重要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总结归纳步骤与方法，必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对于初学

者来说，短期内很难将创编、表演与乐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需

要长期实践过程。 

教学反思 

本节课起，同学们开始进行儿歌的编配，要求同学们首先对歌

曲情感有一定的共鸣，才能更好的选择伴奏音型，编制出符合歌曲

情感的伴奏。教师在教学中要及时提醒学生多欣赏、多感受，不断

提升自我综合音乐素养，以便于合理的展现歌曲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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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1  C大调、a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三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C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通过上两节课的学习，学生掌握了原位三和弦和转位三和弦的

构成及在键盘上进行正三和弦的连接，能够为旋律选配左手和声，

对一首作品自主进行和声布局和终止式的安排。接下来的学习中，

我们将对两升两降内所有大小调的正三和弦连接进行系统、熟练的

训练，以便能为相关调性的儿歌编配合理的和声并弹唱。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熟练掌握 C大调和弦连接； 

（2）能够独立完成 C 大调儿歌《一分钱》和《嘀哩嘀哩》的和声编

配与弹唱。 

2.过程与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快速熟练

钢琴的键盘和大小调音乐体系，包括调式、调号以及和声等内容。 

3.情感与态度 

通过本节课两首儿歌的学习，了解儿歌创作之王潘振声的艺术

创作历程及代表作品，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反思他要给演唱者、给

幼儿和我们学习者所传递的信息、情感和教诲。 

教学内容 
1.C大调和弦连接； 

2.C大调儿童弹唱：《一分钱》、《嘀哩嘀哩》。 

教学重点 C大调和弦连接的应用 

教学难点 两首儿歌编配和声的准确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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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讲授演示法、实践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巩固旧课 
1.知识点巩固：和声编配原则、终止式 

2.还课情况总结：《拍手唱歌笑呵呵》弹唱。 

学生还课，教师

给予指导 

导入课题 

请大家聆听几首作品，如《歌唱祖国》、《小

白船》等，感受大调的调性色彩，从听觉上为今

天所学习的大调弹唱提供感性认识。 

教师弹唱展示，

启发学生思考 

新课讲授 

C大调音阶乐理及弹奏练习 

1.基础知识 

以 C音为主音，由 C音开始的七个基本音级按照

高低次序（上行或下行）由主音到主音排列起来，

构成 C大调音阶。 

 

2.弹奏练习 

 

（1）可根据学生水平，选择练习弹奏一个八度

或两个八度； 

（2）边弹边唱音阶首调唱名，熟记各音键盘位

置，有利于学生在弹奏旋律音时快速准确的找

 

 

 

 

 

 

 

 

教师边讲，边找

学生演奏，随时

掌握学生上课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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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音阶的指法规律 

右手：12312345 

左手：54321321 

3.C大调和弦连接 

 

 

教师强调指法的

重要性 

布置作业 
1.C大调和弦连接； 

2.C大调儿童弹唱：《一分钱》、《嘀哩嘀哩》。 

教学总结 

在弹唱《一分钱》、《嘀哩嘀哩》时，学生需要拓展知识。同学

们今后从事的是幼儿教育，必须真真切切的通晓怎样培养幼儿，什

么样的艺术会吸引幼儿？《一分钱》的创作家潘振声解答了此问。

培养少年儿童的高尚情操、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促进他们健康成

长，是最重要的，儿歌在这些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首好

儿歌往往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代人的成长。一首好

的儿童歌曲应该运用的是儿童语言，不能做作，不是儿童的语言，

孩子们不愿意唱，不是用儿童的音乐语言创作的歌曲，装的孩子腔，

孩子们也不愿意学。孩子需要的是那些出自于内心喜悦的音调。其

中《一分钱》体现的正是雷锋时代的精神内涵，拾金不昧、无私奉

献，值得幼儿学唱，更值得同学们作为播种者美育教化，同时潘振

声的其他经典作品值得我们去传唱。 

教学反思 

    通过前两周学习，同学们对于儿歌情感的理解能力有了一定的

提升，能够感受歌曲内涵，展示歌曲情感，这样的弹唱活动才更利

于与儿童产生共鸣，以后的教学中教师要多注意此方面的引导，帮

助学生明确为来的职业需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4%BF%AE%E5%85%BB/902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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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1  C大调、a小调儿歌伴奏（二） 

周次 第四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a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学生重“弹”轻“唱”的现象突出，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对

乐谱没有十分把握，弹奏时目光都聚集在了手上，再者，弹唱意识

不够，锻炼太少，难以开口，教师可通过示范、形象比拟等方法，

使学生在能够做到声音结实、圆润、明亮，并且达到手、眼、心、

口的协调配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关系大小调概念； 

（2）熟练掌握 a小调和弦连接； 

（3）能够独立完成对儿歌《四季歌》的和声编配并弹唱。 

2.过程与方法 

调性训练阶段，教师需要将各调简单的音阶练习加入教学内容

中，确保学生在长时间、高重复练习过程中形成“肌肉记忆”，可根

据乐谱在极短时间内找到正确键位，掌握钢琴弹奏技能。 

3.情感与态度 

促进儿歌弹唱美感的提升，针对学生的思想内涵进行强化建设。

教师通过指导学生了解创作背景、朗读歌词等方式让学生充分领略

儿歌的美感，促使学生表现力得以提高。 

教学内容 

1.关系大小调知识点； 

2.a小调和弦连接； 

3.儿歌《四季歌》。 

教学重点 正确把握作品基调、风格，并为作品编配出恰当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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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弹唱训练时注重“唱”的表现，要从弹唱姿势、气息、咬字、情绪

等几个方面加以处理。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讲授演示法、实践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聆听几首作品《歌声与微笑》、《踏浪》等，

感受小调的调性色彩，从听觉上为今天所学习的

小调弹唱提供感性认识。 

教师弹唱启发学

生 

新课理论 

关系大小调 

所谓平行大小调或称“关系大小调”，是指

调号相同的一对大小调，它们互相为对方的关系

大调或关系小调。 

成平行大小调的两个调式的主音之间的音

高关系为小三度。由于它们的调号是相同的，在

同为自然调式时，它们的的基本音组和音列关系

是相同的，只有主音音高不同。 

抓住“小三度”

进行调性提问，

检验学生掌握情

况。 

a小调基础

知识 

1.a小调键盘图 

 

2.弹奏练习 

 

3.a小调正三和弦连接 

教师讲解，并提

出要求：每天都

要练习 15分钟左

右基础练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83%E5%8F%B7/13875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B3%BB%E5%B0%8F%E8%B0%83/2690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83%E5%BC%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3%E9%AB%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3%E9%AB%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83%E5%8F%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3%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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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讲解 

1.《四季歌》训练重点 

 

（1）小调的和弦配置遵循的规律与大调相同。

可以尝试分析本曲的和弦配置，掌握小调正三和

弦的运用。 

（2）在弹奏Ⅴ级和弦时注意升高的Ⅶ级音，突

出和声小调色彩。 

 

学生搜集两首歌

曲的创作背景，

并交流： 

《四季歌》是荒

木丰尚作的，他

有一次因为滑雪

受伤而住院治

疗，护士们对他

进行了精心的照

料。感激之余，

就谱曲了几首歌

送给她们，其中

一首不胫而走、

传遍日本，就是

这首《四季歌》。 

布置作业 

1.关系大小调知识点； 

2.a小调和弦连接； 

3.儿歌《四季歌》。 

教学总结 

小调歌曲的正三和弦与大调歌曲的正三和弦从和弦的构成音上

看是迥异的，但若是按照调式音阶去研究分析，实乃同出一辙。可

以从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的音响效果上对大小调加以熟知，另外练

琴力度上需要加大。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小调歌曲学习中，有部分同学对于大、小调之间的区别

不够清晰，教师在讲授中应多注意教学方法，对比讲解，帮助学生

更好的理解、记忆。 

  大部分同学开始在弹唱中渗透情感的表达，这很好，教师应坚持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情感，学会分析歌曲主题思想，慢慢提

升自我综合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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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2  G大调、e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八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G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幼儿教师的儿歌弹唱能力是教师教学技能的必备内容，既贯穿

于幼儿音乐活动又常用于课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训练中需把握一

条主线，即科学系统化的训练之后，在调性、音型、曲目和弹唱经

验等都有一定量的积累，才可以轻松驾驭歌曲的即兴弹唱。 

调性的掌握与体验，是首要步骤，希望同学们能够灵活掌握，达到

熟能生巧、信手拈来的能力和境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熟练掌握 G 大调和弦连接；能够独立完成对《劳动最光荣》和

声编配并弹唱。 

2.过程与方法 

在训练时掌握科学的训练方法，可以分层次，分阶段练习好。

例如，可以先熟悉歌曲、唱熟曲调和歌词，然后进行伴奏的配置和

练习。不论采用什么方式训练，都应该注意到“弹”和“唱”在音

量、技术、表现上的协调统一、恰到好处。 

3.情感与态度 

通过歌曲《劳动最光荣》的学习，让学生想象其欢快的音乐情

绪，使学生明白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它创造了幸福、创

造了社会的和谐之美，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思想和

实际行动。 

教学内容 
1.G大调和弦连接 

2.儿歌弹唱：《劳动最光荣》 

教学重点 G大调儿歌伴奏知识点的掌握 



 20 

教学难点 对歌曲的分析及合理的和声配置 

教学方法 讨论法、示范法、归纳法、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1.无升无降调儿歌还课 

2.体验 G大调歌曲的情绪风格：《太阳和我做值

日》、《爱劳动》 

学生还课 

教师反馈并指导 

移调法则 

移调“六步法则” 

      ——以 G大调为例 

1.第一步确定 G大调中 do在琴键的位置； 

 

2.第二步确定 G大调音阶在键盘上弹奏的位置； 

 

3.第三步左右手分别练习 G大调音阶； 

4.第四步确定 G 大调 I、IV、V 级柱式和弦并弹

奏； 

5.第五步弹奏 G 大调 I、IV、V 级全分解和弦伴

奏音型； 

 

教师将大调移调

的教学方法进行

模式化，形成“六

步法则”，便于学

生 的 学 习 及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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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步弹奏 G大调 I、IV、V级琶音伴奏音型。 

新课理论 

1.G大调音阶键盘图 

 

2.G大调首调唱名与固定调唱名 

 

3.G大调各音的和弦 

 

4.G大调和弦连接 

 

教师结合图示进

行讲解，更加直

观、易懂、记得

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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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技巧 

1.作品背景 

《劳动最光荣》是电影美术片《小猫钓鱼》

的主题歌。曾在第一次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活

动中荣获音乐作品奖。影片告诉孩子们，学习和

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这部影片在五十年

代初期曾被全国许多小学生作为新生入学的必

修教材。影片主题歌《劳动最光荣》深受广大少

年儿童喜爱，经久不衰。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

晚会银河少年合唱团曾演唱过此歌。 

2.歌曲分析 

C大调，2/4拍，歌曲生动活泼，形象鲜明，

儿童情趣油然而生。以天真活泼的语气提出，幸

福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1.视唱歌曲《劳

动最光荣》纠正

音准、节奏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2.为歌曲编配和

弦，教师核对和

声编配； 

3.选择熟悉的伴

奏音型，教师板

书伴奏谱； 

4.教师示范弹

奏，学生跟唱； 

5.课堂练习与辅

导。 

 

布置作业 
1.G大调和弦连接 

2.儿歌弹唱：《劳动最光荣》 

教学总结 

热爱劳动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涌现出了

许许多多劳动的楷模，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辛勤的劳动着，为

我们创造了今天幸福生活。 

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创造了幸福。我们也

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代代传承下

去。 

教学反思 

本节课，同学们的弹唱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伴奏音型的运用

以及双手的声部互动都非常好，小部分同学在演唱歌曲时已经有了

“以情带声”的表演状态。通过学习弹唱歌曲，了解歌曲情感，也

是对同学们进行精神洗礼的一次机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6%9C%AF%E7%89%87/34552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8C%AB%E9%92%93%E9%B1%BC/112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4%B8%80%E6%99%9A%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4%B8%80%E6%99%9A%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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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2  G大调、e小调儿歌伴奏（二） 

周次 第九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e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上周我们进行了大调移调训练，学生练习时错音多、不流畅，

甚至弹着弹着就找不到调了，调内黑键音弹错以及首调唱名和固定

调唱名混淆等问题层出不穷，训练效果的取得不是一步而就，还与

每位同学的乐感、学习举一反三的能力息息相关，在接下来几周的

移调训练中，要严格要求自己，提升应变能力和双手协调能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熟练掌握 e小调和弦连接； 

（2）能够独立完成儿歌《我上幼儿园》的和声编配并弹唱。 

2.过程与方法 

掌握移调的训练方法，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半音半音地

上移或下移；另一种是在常用调上从一个调上行或下行移到最近的

常用调上。 

3.情感与态度 

注重师生间的交流，通过言传身教，启发学生思索音乐的终极

价值，鼓励学生遇到问题要与老师沟通，问题及时解决。 

教学内容 
1.e小调知识点 

2.儿歌弹唱《我上幼儿园》 

教学重点 歌曲完整、流畅的表达 

教学难点 小调移调方法的掌握 

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讲练结合法、探究型学习、自主型学习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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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课题 

教师弹唱歌曲《小草》请同学们感受小调的

调性色彩，从听觉上为今天所学习的小调弹唱提

供参考。 

 

巩固旧课 

1.G大调移调方法； 

2.G大调和弦连接 

3.儿歌《劳动最光荣》 

学生还课，教师

及时发现问题并

纠正 

新课理论 

 

1.e和声小调音阶键盘图 

 

 

2.弹奏练习 

 

3.e小调和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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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技巧 

《我上幼儿园》 

 

这是一首小调式儿歌，旋律优美。左手使用

分解和弦的变化伴奏音型，增加了歌曲的流动

性、抒情性和歌唱性。 

教师讲解重难点

和练习方法，并

示范。 

布置作业 
1.e小调知识点 

2.儿歌弹唱《我上幼儿园》 

教学总结 

本节课大家共同学习了 e小调和弦连接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曲目弹唱练习，对于一首短小精悍的儿歌的编配步骤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将之前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课下还需要加大音阶、琶音及

和弦的练习力度，在其它调式上进行和弦连接的训练，能够帮助快

速熟练钢琴的键盘，以便于更好的演绎左手千变万化的和声。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对于全分解和弦伴奏音型有了更好的理

解，但是小部分同学对于全分解和弦伴奏音型的结构不是很理解，

教师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再继续讲解和弦的分解方法。要引导学生提

高学习效率，学会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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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3  F大调、d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十一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F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音乐情绪的表达是学生的弱项，从教师角度来说，除了要观察

学生表现、了解学生心理特征与学习需求，还要结合当前钢琴教学

发展趋势引进新的教学内容，制定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通过趣味

化的活动落实儿歌伴奏能力训练，使学生对儿歌伴奏形成高度兴趣，

同时定期开展音乐鉴赏沙龙，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艺术思维，

为儿歌伴奏能力的提升提供条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熟练掌握 F 大调和弦连接；能够独立完成对《卖报歌》的和声

编配并弹唱。 

2.过程与方法 

学习过程中，加强学生直接的沟通，互相训练与讨论是切实可

行的有效模式，在拉近学生生距离的同时提高儿歌伴奏相关知识了

解，进而对儿歌伴奏产生兴趣，不断训练来提升自身儿歌伴奏思维

与能力。 

3.情感与态度 

通过歌曲《卖报歌》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解放前报童的苦生

活，体会报童生活的艰辛，感受报童天真活泼、凄苦乐观、奔跑叫

卖的形象，教育学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学

习。 

教学内容 
1.F大调和弦连接 

2.儿歌弹唱：《卖报歌》 

教学重点 F大调调性基础训练 

教学难点 移调技巧的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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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讲授演示法、实践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教师弹唱作品《金色的童年》，感受大调的

调性色彩。 

训练学生的听觉

及音乐鉴赏力。 

新课理论 

1.F大调音阶键盘图 

 

2.F大调音阶弹奏练习 

 

3.F大调正三和弦连接 

 

1.边弹边唱音阶

首调唱名； 

2.音阶弹奏时用

科学的、固定的

指法，良好的指

法也是移调训练

的关键。 

新曲技巧 

《卖报歌》 

1.作品背景 

《卖报歌》是音乐家聂耳根据旧上海一个小

报童的真实活经历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儿童歌曲，

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生

动地讲述了报童派报、卖报的经历，及对生活憧

憬，表达了报童在艰苦生活中仍然保持着积极乐

观的情绪。 

 

 

1.视唱歌曲《卖

报歌》纠正音准、

节奏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2.为歌曲编配和

弦，教师核对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2%E8%80%B3/2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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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曲家简介 

聂耳（1912-1935）中国音乐家。聂耳在他

短暂的一生创作了无数首激人奋进的歌曲，大多

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准确地

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这些歌曲，产生了广

泛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

《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

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

报歌》、《梅娘曲》等。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

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

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音乐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3.歌曲分析 

F 大调，2/4 拍，乐曲曲调简单、明快，结

构短小，朗朗上口，以朴实生动的语言，诙谐的

笔调，深刻地描述了旧社会报童的苦难生活及对

光明的渴望。 

声编配。 

3.选择熟悉的伴

奏音型，教师板

书伴奏谱。 

4.教师示范弹

奏，学生跟唱。 

5.课堂练习与辅

导。 

 

布置作业 
1.F大调和弦连接 

2.儿歌弹唱：《卖报歌》 

教学总结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当然有时也难免遇到一些困难和

挫折，面对生活的艰难时，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就改变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更多的困难，战胜更多的挫折，实现自我。 

教学反思 

  这首歌曲的学习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弹唱能力，也又一次的将学生

带回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帮助新一代的大学生忆苦思甜，珍惜现在

的学习生活。歌曲的创编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

感受歌曲内涵，注重情感表达。使用合理的伴奏音型很好的表述歌

曲的情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7%AB%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2%E8%80%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9%E5%8B%87%E5%86%9B%E8%BF%9B%E8%A1%8C%E6%9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7%AF%E6%AD%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1%E8%B9%84%E4%B8%8B%E7%9A%84%E6%AD%8C%E5%A5%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5%E5%A8%98%E6%9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A0%E4%BA%A7%E9%98%B6%E7%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A0%E4%BA%A7%E9%98%B6%E7%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7%E6%9C%97%E4%B8%8A%E5%8F%A3/7376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7%AB%A5/4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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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3  F大调、d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十二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d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本学期教学安排上比较紧凑，教师要抓住学生的难点问题，引

导一起分析儿歌弹唱训练中的问题症结，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策略，

步步分解，条条解决，逐个“击破”。课堂上可采用循环式训练，反

复夯实一些知识点，让弹唱能力提升的更加扎实。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熟练掌握 d 小调和弦连接；能够独立完成对《娃哈哈》的和声

编配并弹唱。 

2.过程与方法 

引导学生进入互动协作的学习环境，针对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

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可行性的意见与建议，由教师进行筛选。教师

进行监督与指导，体现讨论的价值； 

3.情感与态度 

通过本节课对维吾尔族歌曲《娃哈哈》的学习，了解维吾尔族

是我国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华民族有五干年光辉灿烂的历

史文化，历史悠久，色彩丰富，这是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共同

创造的。我们要在共同发展中，实现民族大团结，使各民族文化百

花盛开。 

教学内容 
1.d小调和弦连接 

2.《娃哈哈》 

教学重点 运用所学知识为《娃哈哈》编配和声并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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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d小调和弦连接（和声小调升Ⅶ音）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讲授演示法、实践练习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教师弹唱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请同学们

感受小调调性色彩，领略新疆维吾尔族歌曲的风

格，从听觉上为今天所学习的小调弹唱做铺垫。 

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 

新课理论 

 

1.d和声小调音阶 

 

我们在儿歌伴奏中，一般会使用和声小调，

和声小调要升高Ⅶ级音，因此，我们要将 d 小调

的Ⅶ级音 do升高半音。 

 

 

2.d小调和弦连接 

 

逐一讲解、过程

中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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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技巧 

《娃哈哈》训练要求 

1.为歌曲配置和弦 

2.建议采用流动低音伴奏音型配弹伴奏。 

 

 

学生自主查阅乐

曲创作背景相关

资料，以小组为

单位交流。 

新疆儿歌《娃哈

哈》改编自维吾

尔族民歌，由石

夫谱曲填词，潘

振声编曲。 

布置作业 
1.d小调和弦连接 

2.《娃哈哈》 

教学总结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部，是一个载歌

载舞的民族，那里的人们个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化百花盛开，

万紫千红，社会主义百花园才能繁花似锦，春色满园。因此大家要

用优美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唱出对少数民族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

歌颂，与主人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才是音乐的魅力。 

教学反思 

  本节课同学们对于歌曲完整性、情感的表达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这首《娃哈哈》中部分节奏比较复杂，一些前八后十六的节奏需要

注意节奏的准确性，教师要提醒同学们演奏任何作品都要养成数拍

子的好习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90%BE%E5%B0%94%E6%97%8F%E6%B0%91%E6%AD%8C/48237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90%BE%E5%B0%94%E6%97%8F%E6%B0%91%E6%AD%8C/48237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4%AB/10660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4%AB/10660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98%E6%8C%AF%E5%A3%B0/52967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98%E6%8C%AF%E5%A3%B0/52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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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4  D大调、b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十三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D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要想弹好小调的歌曲，首先要对大调很熟悉，在大调的基础上

进行小调的训练，也可以从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的音响效果上对大

小调加以熟知。 

学生的钢琴基本功仍需继续加强，有时在弹奏时心里虽然很想

表达出歌曲的内涵，但是介于钢琴基本功的原因，“心有余而力不

足”，在今后的钢琴学习中，仍要加大钢琴基本功的训练。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掌握 D 大调的常用和弦连接，并能够熟练掌握 D 大调歌曲的弹

唱练习。 

2.过程与方法 

坚信美育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儿歌弹唱的学习，使

学生在加深对音乐作品理解的同时，锤炼其品德修为，让未来的幼

儿教师有时代担当，以真才实学服务社会，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3.情感与态度 

通过学习歌曲《国旗国旗多美丽》感受祖国的伟大及引导学生

热爱自己的国家、感受祖国的飞速发展。 

教学内容 

1.检查、复习 d小调儿歌《娃哈哈》弹唱练习情况； 

2.D大调音阶和弦及其正三和弦的连接练习； 

3.对儿歌《国旗国旗真美丽》进行和声编配练习。 

教学重点 儿歌《国旗国旗多美丽》的弹唱伴奏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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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D大调的移调练习 

教学方法 讲授法、练习法、讨论法、任务驱动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巩固旧课 

1.带领同学共同复习 d小调的 I-IV-V-I级正三

和弦的连接。 

2.请同学还课：歌曲弹唱《娃哈哈》 

教师在还课时发

现问题，并及时

指导。 

新课理论 

1.D大调音阶键盘图 

 

2.D大调音阶弹奏练习 

 

3.D大调正三和弦连接 

 

教师结合图谱进

行分析，学生要

掌握举一反三的

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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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技巧 

《国旗国旗多美丽》 

 

这是一首歌颂祖国国旗的儿童歌曲，被收百

录在《中华儿歌珍藏集 1》里，很多小朋友都会

唱。从儿时开始，对于国旗的崇敬与眷恋度便融

入血液，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在何方，仰望那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便是心中最美的向往。 

学生自主交流创

作背景，并体会

儿 歌 传 达 的 情

感。 

布置作业 
1.D大调音阶和弦及其正三和弦的连接练习； 

2.对儿歌《国旗国旗真美丽》进行和声编配练习。 

教学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对于两个升号的调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有的同学还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去熟悉和弦，转换调性，希望

同学们课后可以继续努力加强练习。另外，今天课堂中学生通过感

受歌曲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了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也将成为日

后学习的动力之一。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伴奏音型主要选择柱式和弦伴奏音型，展现出进行曲的

气势、力量，但是部分同学演奏柱式和弦触键过于“冲”，不够有弹

性，教师引导同学们注意演奏细节的把握，养成边练习边听的好习

惯，注意触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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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4  D大调、b小调儿歌伴奏（二） 

周次 第十四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b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部分学生练琴太少，应引导他们在自主练习中培养持之以恒、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刻苦、敬业的表

现，通过增强学习紧迫感，实现“技进于道”的练习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掌握 b 小调的常用和弦连接，并能够熟练掌握 b 小调歌曲的弹

唱练习。 

2.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从音乐作品的主题、时代背景及作者生平事迹发掘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外国多元艺术形式，并从作品节奏、旋律、乐句、

气息中感受内在情感，从而获得思想上的熏陶。 

3.情感与态度 

通过学习歌曲《小草》，带领学生感受小草这种形象映射出的自

强不息、不断努力及对生命渴望与热爱的精神，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自我的美好生活，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努力生活。 

教学内容 

1.检查、复习 D大调儿歌《国旗国旗真美丽》； 

2.b小调音阶和弦及其正三和弦的连接练习； 

3.为儿歌《小草》进行和声编配练习。 

教学重点 儿歌《小草》的弹唱伴奏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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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b小调的移调练习 

教学方法 讲授法、练习法、讨论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导入课题 

教师示范演奏歌曲《小草》，引导学生感受

歌曲的情感，是积极、阳光的还是略带伤感的，

引导学生探究，发现这是一首小调歌曲，感受歌

曲中既无奈又不服输的情感。 

提升学生音乐鉴

赏力 

新课理论 

1.b小调音阶键盘图 

 

2.b小调音阶基础训练 

 

3.b小调正三和弦连接 

 

1.熟记各音级键

盘位置； 

2.边弹边唱音阶

首调唱名； 

3.各关系大小调

循环训练，温故

而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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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曲技巧 

《小草》 

歌曲是二段体，前面 16 小节为第一部分，

后面反复记号之内的部分为第二部分。前面叙

事，后面抒情；前面平淡处理，旋律以低音区为

主，后面旋律奔放，在高音区展示激动的心情。

该歌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作品以独特的视角

和民谣体旋律的结合，借用小草身上的一些品

质，来表现大多数平凡人的梦想和追求，以及乐

观豁达诗人们在小草的身上，善于发现其不同的

审美特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构思，借以传达与

之相近或相关的情愫，这样的创作，给人们留下

了新鲜的美感。 

 

1.推动学生全面

发 展 为 核 心 目

标； 

2. 追 求 审 美 价

值，真是美的基

础，善是美的升

华； 

3.踏实刻苦的训

练与精神层面理

解的结合。 

 

布置作业 
1.b小调音阶和弦及其正三和弦的连接练习； 

2.为儿歌《小草》进行和声编配练习。 

教学总结 

通过学习儿歌《小草》对其进行歌曲情感的分析，这首歌曲选

自电影《芳草心》描写了主人翁既无奈又挣扎努力生活的情感，演

奏时要展现出小调的幽暗色彩，引导学生感受歌曲中主人翁生活的

无奈及奋进，对比现在的美好生活，让学生珍惜拥有的生活及时光，

更好的学习，充实自我。 

教学反思 

  本节课，b 小调的歌曲伴奏，部分同学对于这个两升小调不太熟

悉，调号容易遗漏。教师要再次强调基本功的问题，学习一定要踏

实，特别是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一定要记忆深刻，提醒同学们及

时补进，教师再帮助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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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5  bB大调、g小调儿歌伴奏（一） 

周次 第十五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bB大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学生在前导课程学习了大调式和小调式的和声连接，并且已经

在无升无降号调（C大调、a小调），一升一降号调（G大调、e小调；

F大调、d小调），两个升号调（D大调、b小调）进行儿歌弹唱训练，

这个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两个降号调（bB 大调、g 小调）的儿歌编

配。调式调性的掌握在即兴伴奏中是基础和前提，同学们要加强调

性练习来培养自身的和声思维，从而提高对各个调式调性歌曲的应

变能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 bB大调调性基础知识，如音阶构成、正三和弦连接等； 

（2）加强 bB大调各种伴奏音型的灵活运用。 

2.过程与方法 

（1）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训练过程中，学生要掌握正确、有效的练习方法，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3.情感与态度 

（1）学习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具备持之以恒、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2）通过儿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传递的内容与精神，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

教育。  

教学内容 

1.巩固 b小调正三和弦连接以及乐曲《小草》技巧； 

2.B大调调式训练基本知识点； 

3.熟练弹奏儿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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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bB大调调性训练 

教学难点 调性色彩的感受，歌曲情感的表达 

教学方法 系统讲授、集体讲评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新课理论 

b
B大调幼儿歌曲弹唱 

1.bB大调音阶构成 

以 bB 音为主音，根据大调音阶“全全半全全全

半”的组成规则，构建 bB大调音阶。 

2.bB大调正三和弦连接 

 

 

思政渗透：科学

的方法论体系可

以用来提高人们

做 事 的 成 功 概

率，并获取做事

的最高效益。 

实施途径：通过

分析、举例等步

骤，重视做事的

实践性、科学性。 

预备训练 

1.训练一：一个八度或者两个八度的音阶进行； 

2.训练二：bB大调不同的伴奏形式。 

（1）柱式和弦； 

（2）半分解和弦； 

（3）全分解和弦； 

（4）短琶音形式。 

理实合一 

乐曲欣赏 欣赏《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感受歌曲情绪 

实例讲解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曲式分析：歌曲 2/4 拍，二段体曲式结构。 

2.第一乐段分析 

（1）伴奏音型： 

a.带低音的柱式和弦 

b.半分解和弦 

（2）歌唱方法： 

1.引导探究； 

2.思政渗透：“继

承革命先辈的光

荣传统，爱祖国、

爱人民”，我们的

一生都是在这种

精神的鼓舞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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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乐句要唱得饱满，咬字要果断，唱出

少先队员蓬勃向上的气质和自豪感。 

三、四乐句要唱得抒情亲切，唱出对红领巾

的热爱之情。 

3.第二乐段分析 

（1）伴奏音型：柱式和弦及其变化形式； 

（2）旋律表现：采用八度方式增强表现层次； 

（3）歌唱方法： 

第二乐段前两句要抓住附点节奏的特点，声

音要有弹性，休止符要明确。（PPT）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旋律一次比一次递

进，节奏一句比一句紧凑，歌唱时要使高潮得以

突出，更加鲜明地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音乐形

象。 

歌曲最后一句与乐曲开始第一句首尾呼应，

使歌曲感情得到升华。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4.前奏设计 

方案一：用歌曲中的最后一句作为前奏； 

方案二：用“同音反复”构成号角式节奏形

态。 

敢前进的，无论

少儿时代还是今

天，无论顺境还

是逆境，从来没

有动摇过对共产

主义的信念！实

施途径：通过曲

目情绪的传递，

让学生感受；通

过师生交流，进

行情感体验。 

布置作业 
1.强化复习 bB大调各种伴奏音型的和弦连接； 

2.熟练弹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教学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掌握了 bB大调幼儿歌曲弹唱的主要

方法，要对调性熟悉，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同学们在课后还要系统

的训练，并且尝试更多升降号调的训练，使即兴伴奏移调能力更加

全面。 

教学反思 

   本节课练习歌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有一定的演奏难度，其

中的伴奏织体较为复杂，右手的旋律声部也有一定的难度，要求同

学们要学会分解练习，运用合理的练琴方法，有计划、有步骤的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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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9  关系大小调伴奏体系 

任务 9.5  bB大调、g小调儿歌伴奏（二） 

周次 第十六周 课时 2课时 课型 整班课 

课题 g小调儿歌弹唱训练 

学情分析 

上节课学习了两个降号的 bB大调的调式训练及相关歌曲的弹唱

实践，这节课将继续巩固两个降号调性系统中小调的训练，理解关

系大小调概念，熟练运用 g小调和声连接，为幼儿歌曲编配。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 g小调调性基础知识，如音阶构成、正三和弦连接等； 

（2）加强 g小调各种伴奏音型的灵活运用。 

2.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学习过程的积极体验，关注学生个性化差异，关注学

生能力的发展。 

3.情感与态度 

（1）要具备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通过儿歌《土拨鼠》传递的内容与情绪，体验国外童谣的创作

手法，丰富国内外传统音乐文化。 

教学内容 

1.巩固 bB大调正三和弦连接以及乐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技巧； 

2.g小调调式训练基本知识点； 

3.熟练弹奏儿歌《土拨鼠》。 

教学重点 g小调调性基础训练 

教学难点 歌曲情绪的把握，调性色彩的体验 

教学方法 系统讲授、集体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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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新课理论 

1.g小调音阶构成 

（1）g自然小调 

 

（2） g和声小调 

 

（3） g旋律小调 

 

2.g小调和声连接 

 

调性调式是即兴

伴奏的前提和基

础。 

教师引导学生逐

条训练。 

预备训练 

g小调伴奏音型训练 

1.柱式和弦；  2.半分解和弦； 

3.全分解和弦；4.短琶音形式。 

理实合一 

乐曲欣赏 欣赏《土拨鼠》 了解歌曲内涵 

实例讲解 

 

《土拨鼠》 

1.作曲家介绍 

贝多芬是德国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是不

折不扣的“交响乐之王”，他被后人尊称为“乐

圣”，贝多芬写了 9首交响曲和大量器乐、声乐

作品，为人类留下了宝贵和丰富的艺术遗产。 

2.动物土拨鼠介绍 

在欧美很多城乡，土拨鼠被当作一种吉祥

物，它能够通过自己探出头的影子，判断春天是

否到来，当时的人们把土拨鼠当作一种寻常宠物

带在身边，到处流浪。 

思政渗透一：通

过贝多芬生平的

介绍，让学生体

会即使困境扼制

住命运的喉咙，

也要坚强面对人

生。 

思政渗透二：通

过歌曲《土拨鼠》

的弹唱，让学生

感受“家国”的

概念。每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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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式分析 

二段体结构 

段落 A B 

乐句 a a1 b b1 

小节 4 4 4 4 

和声 Ⅴ Ⅰ Ⅴ Ⅰ 

4.伴奏音型 

1. A段歌词似是哀诉，映照着“为了生活我四处

流浪”，因此伴奏音型选择了全分解和弦。 

2. B段在“啊，土拨鼠啊”一句上有短暂离到大

调，意境开阔，推起情感上的高潮，因此 B 段伴

奏以柱式和弦进行助推。 

5.演唱技法 

土拨鼠是流浪者生活状况的投射，也是向往

春天的心灵的投射，有了土拨鼠的陪伴，流浪者

的灵魂才能得到抚慰。在演唱时，要用悠长、平

稳的气息，柔和连贯的声音，表现出游子飘零他

乡的孤独与凄凉以及对故乡及亲人的思念。 

的人们都会在那

么几种动物或者

植物上寄托强烈

深重的感情，进

而将它们写进诗

歌、音乐、图画

里。歌曲带有一

种飘零而浪漫的

气息，其中土拨

鼠依土而居的穴

居生活是流浪者

难 以 企 及 的 梦

想，这就是心灵

意义上的“家”。 

知识拓展 调性色彩，体验不同调带来的不同情绪。 

培养学生开放性

思维，挖掘他们

的无限可能。 

布置作业 
1.强化复习 g小调各种伴奏音型的和弦连接； 

2.熟练弹唱《土拨鼠》。 

教学总结 

本节课基于 g小调调性的训练，我们掌握了德国著名民谣《土拨

鼠》的弹唱，同学们在平时注重训练弹奏技巧的同时，还要拓展儿

歌曲目的积累，不仅要熟悉中国的儿歌，应挖掘更多国家优秀的传

统儿童歌曲，让知识体系更加多元化。 

教学反思 

通过本学期学习同学们已经熟悉两升两降之内的小调的调性、

和弦连接，也对于各种常用伴奏音型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同学们

通过不同类别歌曲的练习，提升的自我的综合音乐素养，在以后教

学中，要继续提升，再改进练琴的效率，才能完美的展示歌曲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