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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石》教学设计 
 

 
课题：雨花石 

授课年级：五年级 

课型：歌唱课 

课时：第一课时 

教材内容与分析： 

《雨花石》是人音社五年级上册第三课《足迹》中的一首歌曲，是电视连续

剧《红红的雨花石》的主题歌。它的旋律纯朴、委婉，速度为中速。歌曲以第一

人称深情地抒怀许多无名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默默地奉献，恰似小小石子铺起的

一条五彩路，让人们去迎接黎明，迎接欢乐。这是一首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的好教材。歌曲为 2/4拍，a 小调，二段体结构。第一、二乐句为第一乐段，采

用了同头换尾，情绪深情、委婉。第三、四句为第二乐段，采用了同尾换头，把

‚ ‛变为‚ ‛，五度、四度上下音程大跳，把激扬而又充满乐观的心情推向

高潮。在第二、第四乐句‚静静地‛、‚深深地‛运用了两个切分节奏，寓意深刻，

它表现了雨花石朴实无华、默默无闻，脚踏实地而又满怀革命理想的崇高品质；

亲切而又感人。尾声在高音‚ ‛的长音上结束，把人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

深深地埋藏在心中，鼓舞着人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奋勇向前。 

学情分析： 

501班笔者教了有三年，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由其他语数教师教学。

这个班的学生对音乐十分热爱，上课活跃有气氛，纪律也很好，有着较好的音乐

聆听习惯。喜欢表演，演唱时音色较好，在同年级中识谱能力较强，整体音乐素

质不错。其中有唱歌声音特别好的孩子如：马思奇、李小娟；有音乐表现力较强

的孩子如：王佳俊、王云峰；还有特别能说会道的孩子：如周旭、李志龙等等。

在这些榜样生的带领下，音乐学习氛围很好，积极主动，求知欲强。但由于学生

流动性大，外地生较多（本学期新转来有好几个），导致学生整体音乐素质不均

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经常考虑到这点，设计有梯度的教学问题，有效的教

学环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有跳起来摘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苹果的乐

趣‛。 

设计理念： 

根据《音乐课程标准》的教学理念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紧紧抓住音乐基本要

素这一特点，通过忆雨花石——诵雨花石——唱雨花石 ——演雨花石——颂雨

花石这一审美教学主线，设计有梯度的教学问题，有效的教学环节，落实环节目

标。在体验、模仿、观察、发现、聆听、享受等活动过程中学唱歌曲，加深对这

些歌曲留下的历史足迹的印象，能够牢记革命传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的道理，从而进一步感受音乐的美，能更有感情地演唱歌曲《雨花石》。 

教学目标： 

1、 通过聆听、模仿、对比、感受等实践活动学唱歌曲，并试着用连贯优美的声

音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 雨花石》。 

2、 初步了解倚音、休止符、一字多音、圆滑线等在歌曲中的作用，并试着把前

面几种音乐符号表现出来，准确演唱。 

3、在学唱《 雨花石》的过程中，加深对这些歌曲留下的历史足迹的印象，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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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教学重点： 

能用抒情优美、连贯圆润的声音演唱歌曲，并能深入体验作品的情感，表现

歌曲的音乐形象。 

教学难点： 

把握歌曲的节奏和旋律变化，掌握倚音的唱法和概念，能正确演唱歌曲。 

教学准备：《雨花石》课件、教学光盘、教师着装 （在教学时教师的穿着要正式

端庄、稳重大方，切忌花哨，要切合教学主题。）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新课教学 

1、忆雨花石 

导入：同学们，老师今天要带你们去一个让人值得追忆的地方！    （课件出示

南京雨花台图片，同时播放《雨花石》背景音乐）这里是南京市有名的雨花台。

我们正在欣赏的画面就是雨花台美丽的瞬间，然而，就是这么一处风景绝佳的地

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却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先后有近 10

万革命先烈在此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先烈，在雨花台修建了烈士陵

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的人们总是把出产于此的红红的雨花石同烈士的鲜

血联系在一起。这些烈士们就像这一颗颗小小的雨花石，平凡而伟大，默默地为

人们铺起一条五彩的路……（自然衔接念歌词）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教师的

讲解要和音乐情绪相结合，要能感染学生。） 

2、诵雨花石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诵《雨花石》歌词。                       

（课件出示诗歌《雨花石》，同时播放《雨花石》背景音乐） 

（2）师生接读《雨花石》歌词两遍。（第一遍没有伴奏音乐，第二遍加上伴奏。

注意朗诵和音乐相结合，声情并茂，抑扬顿挫。） 

【设计意图：通过追忆——创设意境，让学生了解歌曲的历史背景和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在听师朗诵和师生接读过程中进一步感受歌曲的情绪和内容。在熟悉

歌词的同时，为下面歌曲的学唱做好情感上的铺垫，从而提高学唱歌曲的有效

性。】 

3、唱雨花石 

（1）教师深情范唱歌曲，感受歌曲的情绪和速度。 

师：请听老师演唱。在聆听感受的同时，请同学们仔细聆听感受歌曲的情绪是怎

样的？歌曲的演唱速度又是怎样的？（播放《雨花石》的伴奏音乐，教师范唱。

注意在演唱时前两句唱得弱一点，后两句稍强。再加上一些动作，如‚我是一颗

小小的石头‛左手点着自己的胸口，同时用诉说的眼神和学生交流；‚静静地躺

在泥土之中‛左手慢慢伸展出去，同时眼神由下往上看；‚我愿铺起一条五彩的

路 1‛右手伸展慢慢向上抬，同时眼神环视一遍学生；‚我愿铺起一条五彩的路 2‛，

双手一起伸展向上抬；最后的‚啊 ……‛把声音控制住渐弱，眼神慢慢看向远

方。） 

（2）师生交流 

师：歌曲的情绪是深情的，速度为中速。 

【设计意图：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范唱十分关键也很重要。教师深情的演唱和精

心设计的动作、眼神，要在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的听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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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感觉调动起来，用歌声打动学生的心灵，用歌声拨动学生的心弦，通过教

师的示范演唱让学生爱上这首歌，激发学生学唱的欲望，提高学唱歌曲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3）进一步介绍歌曲产生的的背景。（出示课件） 

师：这首《雨花石》是电视连续剧《红红的雨花石》的主题歌，它讲述了一个穷

人家的孩子在旧社会里，受尽苦难，最后在地下党孙大叔的指引下，踏着革命烈

士的足迹，终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这样就使得‘雨花石’成

了中国人民缅怀先烈的一种象征。 

（4）聆听范唱，分乐段。（播放歌曲原唱，课件出示歌谱。） 

师：仔细聆听，歌曲由几句歌词组成，说说在演唱时这几句歌词的情绪一样吗？

有什么变化？（师生交流） 

生：歌词有 4句，第 1句和第 2句深情、委婉；第 3句和第 4句激动、深情。 

师：很好，所以从情绪上来分，歌曲可以分成几部分？ 

生：两部分。 

师：在音乐上我们把第一部分称为第一乐段，第二部分称为第二乐段。 

（5）播放范唱音乐，生随音乐小声跟唱。 

师：多么动听的旋律，多么动人的故事，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轻声跟唱。注意歌

曲的节奏和旋律的变化。后背挺直。（如果学生唱得较响可用动作，用食指放在

最边发‚嘘‛声，提示学生要唱得轻。因为太响听不清楚，很容易唱不准旋律和

节奏。） 

（6）生跟琴填词演唱。 

师：让我们听着琴声来轻轻唱一唱。（教师单手弹奏，不可加上伴奏。注意演唱

时要强调学生的坐姿，后辈挺直双腿并拢，耳朵仔细听琴音，音要唱准。） 

【设计意图：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培养学生良好的聆听习惯

是学习的基础。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应贯穿于音乐教学活动的全部活动中。在

本环节中笔者设计了三次完整聆听歌曲和一次听琴跟唱，同一旋律共聆听了 7

遍。每听一次都会设计不同的问题和聆听的重点，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带着重

点去聆听和学习。从‚感受歌曲的情绪和速度‛到‚聆听范唱，分乐段‛再到

‚听音乐小声跟唱，注意节奏和旋律‛最后‚听琴填词并演唱，注意演唱姿势‛。

次次深入，层层递进，步步为营，不知不觉中学生将会初步学会歌曲。】 

（7）、处理歌曲难点。 

（倚音、休止符、切分节奏、三十二分音符、圆滑线等的演唱和处理。） 

◆学唱歌曲的第一乐段，掌握倚音的唱法。 

①师：出示《雨花石》歌谱，你能从第一句和第二句中找出旋律相同的乐句吗？ 

生：   

师：你能跟琴唱一遍吗？（生跟琴唱一遍。） 

师：同学们注意到在这一乐句中，出现了一种装饰音，她是用一个小音符表示的，

写在需要装饰的音的左上方，你找到它了吗？ 

生：找到了。 

师：我们把它找出来了。（出示课件）它的名字叫倚音，让我们来猜猜它的作用

吧！（教师唱有无两种，让学生分辨） 

师：先来听老师唱一遍没有倚音的。再来听一遍有倚音的。你们来感受一下哪种

演唱更好听？（教师范唱，学生聆听。） 



 

 4 

生：加上倚音更好听。 

师：是的，倚音把旋律装饰得更加动听，你能模仿老师的声音来唱唱吗？（教师

弹琴范唱，学生齐唱模仿，也可请唱得好的学生试试。） 

师：同学们唱的非常好！ 

②出示《雨花石》歌谱，师：你能从第一句和第二句中再找出歌谱中不同旋律的

乐句吗？  

生：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中和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 

师：我们来看歌谱。（出示课件）这两句的相同点在于旋律的节奏相同。并且都

有两个休止符。在唱到有休止符的地方时要怎么样？（停顿，声断气连） 

一组：1=C 2/4 

6 3 6|5 45 30|2 03 3212| 2— | 

静静地 躺 在 泥 土 之 中 

1 6 2 |1 76 50|4 03 2312| 5— | 

深深地 埋 在 泥 土 之 中 

师：我们先来唱一下第一句。（对比唱） 

（教师范唱，生练唱。注意唱好‚之‛字，圆滑线和一字多音。） 

师：我们再来唱一下第二句。请仔细听老师弹唱下边这句旋律，跟刚才唱的这句

在音高上有什么区别？ 

1 6 2 |1 76 50|4 03 2312| 5— | 

深深地埋   在  泥土 之   中。 

生：这一句的音要比第一句高。 

师：你的听力真好，其他的同学听出来了吗？跟着琴声学一学。（教师用手势提

示学生演唱，第一句手势低平，第二句手势高扬。生跟琴练唱一至二遍。可以采

用小组比唱的形式，比声音的整齐度和音准。） 

③跟琴完整的唱一遍第一乐段。 

师：我们完整的把这两句连起来唱一遍。（生跟琴练唱。） 

◆ 学唱歌曲的第二乐段。出示《雨花石》歌谱。 

师：你能从第三句和第四句中分别找出旋律相同和不同的乐句吗？ 

①生：‚让人们去迎接黎明，迎接欢乐。‛这一句是相同的。 

师：让我们一起来唱一唱。 

（教师范唱，生跟琴唱一遍。注意引导学生唱好附点节奏和切分音。） 

②生：‚我愿 铺 起 一 条 五 彩的 路，‛这句是不同的。 

师：真棒，请仔细观察歌谱，听老师唱，你能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二组：1=C 2/4 

 

生：这两句的不同点在于‚我愿‛的旋律不同。第一句是上扬，第二句是下行。 

师：不错，在唱地时候还要注意这两句中也有休止符。在唱到有休止符的地方时

要停顿有声断气连的感觉！我们先来唱一下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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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范唱，生练唱采用小组比赛或男女竞赛的形式。） 

师：还要注意‚五‛的唱法，上面有一条圆滑线，要把这句的一字多音唱准。（教

师范唱，生练唱采用小组比赛或男女竞赛的形式。） 

师：我们再来唱一下第二句。要注意‚我愿‛是下行。 

（教师范唱，生跟着琴声唱。用手势提示学生。可以请个别学生比唱。） 

③、跟琴完整的唱一遍第二乐段。 

师：我们完整的把这两句连起来唱一遍。（生跟琴练唱。） 

④演唱最后一句‚啊！‛（教师范唱，学生练习。注意引导学生在演唱时控制气息，

坐姿正确，声音位臵靠后，由强减弱。） 

（8）生随教师的琴声完整演唱歌曲。师：我们把难点解决了，让我们完整的把

歌曲演唱一遍吧。（生随琴演唱。）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笔者紧抓音乐要素，从歌曲的

节奏变化、旋律走向、音乐知识（倚音、休止符、圆滑线等）入手。引导学生

寻找相同和不同乐句，通过观察、对比、聆听、模仿、体验、练习等实践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唱、动等感官，一步步推进，让学生在对歌曲逐步了

解中加深积淀。再利用小组比唱和男女竞赛的形式对学生的声音从多方面加以

控制，为最终解决难点打下坚实的基础。】 

（9）歌曲处理。 

①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这首歌可以分成两个乐段，在演唱时第一乐段用怎样的情

绪，第二乐段应该用怎样的情绪？ 

生：分成两个乐段，第一乐段声音低沉，委婉、深情；第二乐段声音高昂，深情、

激动。 

②老师这里有四个力度记号（p、mp、mf、f）你能把它加到合适的乐句开头吗？

（出示力度记号，学生操作、跟琴练唱） 

③师：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两个乐段的旋律线（出示歌谱），你们觉得它跟我们

演唱时的力度变化有什么关系吗？发现了什么规律？（师生讨论交流。第一乐段

音域普遍较低且下行，力度较弱；第二乐段音域普遍升高且上行，力度渐强。） 

④学生跟伴奏唱。教师用手势指挥。 

师：同学们的歌声真动听！老师从你们深情的歌声感受到了你们对革命先烈的敬

仰和缅怀之情。 

【设计意图：在此环节中笔者让学生通过已有的学习经验为乐段选择合适的力

度记号，再观察旋律线寻找规律，‚在听觉感知基础上识读乐谱，在音乐表现

中运用乐谱。‛把对音乐的感受与音乐表现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能用抒

情优美、连贯圆润的声音演唱歌曲，并能深入体验作品的情感，表现歌曲的音

乐形象。】 

4、演雨花石。 

师：同学们再来看课本右下方有一组雕像，这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雕像群中

的一组。走进烈士陵园，首先印入我们眼帘就是这一座巨型烈士群雕。孩子们，

让我们走近群雕，一起瞻仰革命先烈光辉形象。 

看！那戴着镣铐，蔑视敌人的工人；横眉冷对的知识分子；怒目圆睁的农民；临

危不惧的女干部；咬紧牙，抿着嘴的小报童，身陷囹圄却充满胜利希望的女学

生……我们知道，他们是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代表，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

和平，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师：同学们都把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用歌声展现出来了。还能用什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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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 

生：能用动作表现。 

师：这首歌曲的四句歌词中有四个动词，他们是？（躺、埋、铺、铺路）好！全

班同学分为四组，要求根据歌词的含义设计四个造型为歌曲做背景， 

（1）生分组创编，教师巡回指导。 

（2）生分四组自由摆出各种造型，情景表演，完整演唱歌曲 。 

师生评价。 

师：同学们表现的真不错！都很有创意！ 

【设计意图：在本环节中笔者让学生结合歌词创编动作，让学生在创编中进一

步感悟、体验雨花石那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 

5、颂雨花石 

师：通过学唱这首《雨花石》你有什么收获？  

生：我们要珍惜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  

生：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踏着先辈们留下的足迹，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

献。 

师：同学们，说得非常好！是的！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踏着先辈们留下

的足迹，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我们要珍惜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美好生活，好

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那让我们再次满怀深情的唱起‚雨花石‛，永远铭记革

命先烈的高尚品质！继承和发扬他们伟大的革命精神！ 

在师生深情的演唱中结束这节课！ 

【设计意图：本环节中通过师生交流，进一步渗透德育思想，从而能更好地完

成本课时的音乐情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