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

一、主题:

第三节——节奏、节拍与休止符

二、学情分析：

学生对节奏和节拍都有内心的感觉，但在开始正式演奏时，都缺乏理性认识，

要努力让学生去感受节奏与生活中语言的关系，然后再去理解节拍的概念，将理

性认识建立在感性认知之上。

三、教学内容分析：

1、节奏的长短

2、五线谱中是标识节奏的方法

3、记谱法的规律

三、教学时长：90 分钟

四、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的关系

2、节奏在五线谱中的书写方式

（二）技能目标

1、读谱拍节奏

2、能将休止符与节奏型一一对应

3、能够同听力分辨老师弹奏音符的时值

（三）职业素养

1、为文字创作节奏，培养敢于敢于创新和探索的精神；

2、提高学生的感受力，能通过了解音乐创作及分析音乐要素，理解音乐情感和

内涵。

六、教学重点：

1、节奏五线谱中的记谱方法



七、教学难点：

1、组合型节奏的辨识

八、教学手段与方法：

通过讲授法进行基础理论的教学，但讲授法要与演示、实践教学方法进行结

合，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学习积极性。同时，在教学中注意语言的表达，使

用简练的语言，多运用比喻和情景想象，尽可能将音乐理论与演奏基础理论深入

浅出的讲授，使学生能够听懂并理解。

九、教学过程：

（一）连接（10 分钟）

1、复习键盘与五线谱逻辑

2、分享优秀作业

（二）规划 1+探索 1（35 分钟）

1、阅读以下文字，并跟着同时拍手。

3、空心白点为长音，黑色点为断音，根据文字，掌握长短音之间的规律。

4、尝试用不同黑白色点组成和不同的节奏，请学生分享个人创作。

5、区分 4 分音符、2 分音符、全音符的五线谱记谱符号之间的差异



6、全音符如一个完成圆形，2 分音符的长度为 4 分音符的一半，将圆形一分为二。4 分音符

则将全音符一分为 4。

7、尝试用耳朵聆听声音的长度，分辨老师弹奏的音符的长度。

8、运用以上节奏，为以下文字选择合适的节奏型



（三）规划 2+探索 2（35 分钟）

1、通过举一反三的方法，分析 16 分音符的时值。

2、根据图片，找到与音时值对应的休止符样子，并尝试自己在五线谱上写出来。

3、运用本课程所学的音符时值组合不用的节奏段落。

（四）回顾（10 分钟）

1、和学生回顾课堂中节奏概念

2、听音识别音符长度

3、区分不同时值音符在五线谱上的形态差异

十、教学评价：

可通过日常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口头提问、学生课堂实践后进行现场演

奏、音乐体态律动中通过观察学生身体状态了解学生当堂的学习情况，并对学生

的回答、演奏和形态表现进行及时评价。另外，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堂作业，了解

学生理解与运用知识的质量，发现教学的漏洞和不足。

十一、教学反思：

节奏感在文字中无处不在，但是学生在此之前没有建立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可以用增加熟悉的日常语句结合音符的视觉形态帮助学生建立理性认识。增加互

动环节，让学生自主运用生活语句创编节奏型。提高理论学习的趣味性，活跃课

堂气氛，有助学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