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篇一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的是歌曲教学《喜鹊钻篱笆》。

唱歌教学作为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美育的
重要环节之一。怎么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环节、富有创造性
的体验音乐要素、快乐学唱，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欣赏美，
感受美，创造美，收获美的体验，享受美的愉悦，让音乐课
堂成为“美”的体验场，这应该是小学音乐课永远值得探索
和不懈追求的目标。

一、课题研究

感受歌曲情绪，体验音乐律动，培养创新能力。

二、教材分析

本课是人音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下册第五课内容，歌曲《喜鹊
钻篱笆》是一首贵州的彝族儿童游戏歌曲。五声宫调式，42
拍，单乐段结构。歌曲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欢快的律动
展现了彝族儿童游戏时载歌载舞、无比欢快的心情。“阿西
里西”为“我们是好朋友”的意思，“求堵啦来嗡啊”是表
示欢乐情绪的衬词。

三、教学涉及思路

新课标强调“以审美为核心”，该教学设计力求从音乐本体



挖掘歌曲的审美因素，引导学生从审美视角诠释音乐。力争
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上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学生个体的
宗旨，面对一个个活泼智慧的学生个体，无论教学导入、教
材挖掘还是学生创编活动的设计都结合二年级学生特点设计，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及音乐的创新能力。

四、学情分析

少数民族歌曲对学生而言稍感陌生，但律动鲜明，符合低段
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年龄特点。二年级的学生们已初步具有感
受和理解音乐、表现音乐的能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非常
高，体验音乐的热情高涨。在这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采用合
作探究法、快乐教学法等，坚持“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自主学习为主线，创新创造为目的”的教学原则，使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情境中来，寓教于乐，得到美得熏陶。

五、教学内容:

1、学习歌曲《喜鹊钻篱笆》

2、按节奏读歌词，理解歌词的意思

3、随歌曲做律动,并掌握彝族舞蹈的基本动作

六、教学目标

1、感受歌曲情绪、速度掌握歌曲的节奏特点，能伴简单肢体
律动演唱歌曲。

2、感受歌曲活泼跳跃的情绪，通过了解歌曲中彝族语汇的含
义，体验彝族儿童游戏的欢快心情。

3、引导学生以自我分析、体验合作的方式主动参与歌曲欣赏，
了解歌曲语言、节拍节奏特点，体验歌曲律动。通过舞蹈创



编，培养学生音乐创新能力。

七、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感受彝族儿童无忧无虑的欢快心情,并能富有感情、
有表情地演唱歌曲《喜鹊钻篱笆》。

教学难点：对歌曲演唱情绪及节奏、音高、音准的把握。

八、教学用具:

多媒体、钢琴、播放器、双响筒、小红花。

九、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做律动。

2、师生问好。

二、歌曲《喜鹊钻篱笆》

(一)教学导入

1、提问

师:同学们,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们知道在我国有多少个
民族吗?非常正确!56个民族56枝花,百花争艳,各显千秋。

3、彝族简介

师:对。彝族人民非常好客,他们居住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和
秀丽的山水,每逢节日他们就会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参加唱歌跳
舞,彝族的服饰特别鲜艳、漂亮，这些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



呈。这是彝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彝族人民
能歌善舞，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曲调，如：爬山调、迎客调、
娶亲调等。彝族的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
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有笛子、月琴、三弦伴奏。说到
彝族的乐器那更是丰富多彩如：葫芦笙、巴乌、月琴、三弦
等。彝族的节日有彝族年、火把节、跳歌节等。重点介绍火
把节（略）。听完李老师的介绍，你们喜欢彝族吗？（喜欢）
今天呀，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彝族民歌《喜鹊钻篱
笆》，请看大屏幕。

4、出示课题

师: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喜鹊钻篱笆》,是彝
族小朋友们做游戏时唱的`歌曲。

(二)学习歌曲

1.感受歌曲:

1听录音

师:你们想不想听老师是怎样演唱这首歌的呢?

2提问

师:歌曲主要表现了怎样的情绪?请说说歌中唱了什么?

3教师出示完整的歌词

4解释词义

师:彝族人民也有自己的语言,你们知道“阿西里西”是什么
意思吗?是“我们是好朋友”。“求堵啦来 求堵啦来 嗡啊嗡
啊”是表现欢快情绪的衬词。



5师生按节奏读歌词。(师一句、生一句)

6跟节奏读歌词(双响筒伴奏)

（三）.学唱歌曲:

1倾听音乐的旋律。

师:请同学们休息一下,听老师用钢琴弹歌曲的旋律。

2对口型游戏

师:请同学们听歌曲范唱,只张嘴不出声。

3跟钢琴轻声哼唱。

4欣赏录音范唱。

师:他们唱得怎么样?

5完整演唱歌曲。

6、歌曲处理(讲解演唱技巧:自然大方、吐字清晰、富有感情、
气息流畅、强弱力度的变化,还要有表情。)

师:同学们！你们做游戏时的心情如何?注意“求堵啦来 求堵
啦来 嗡啊嗡啊”表现了彝族小朋友召唤朋友来做游戏时的欢
快的心情,大家应该唱得欢快些。现在,让我们把自己想象成
那群少年,体会一下愉悦的心情,然后带着这种心情再把这首
歌演唱一遍。

三、拓展部分—— 学彝族基本舞蹈动作

1讲解示范动作



2生学跳

3跟音乐跳

4边唱边跳(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并随音乐舞蹈)

师:请每一个同学都动起来、唱起来吧!

四、结束语:

师:音乐是人们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窗口。通过今天的学习,
希望同学都能热爱我们的少数民族,更加喜爱我们的少数民族
音乐。请同学们回去后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唱给家人或朋友听,
让我们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好不好?（好）

五、下面请听颜老师向你们再见！听音乐有秩序的走出教室。

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在聆听、演唱、律动等音乐实践活动中能够让学生感受体
验音乐作品的舞蹈特点，激发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热爱。

2.能够运用自然明快的声音、欢快活泼的情绪演唱并背唱歌曲
《喜鹊钻篱笆》。

3.能够运用小组合作，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歌曲并能进行合作
表演，发展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

能够运用小组合作，用自然明快的声音、欢快活泼的情绪演
唱好歌曲，并能合作表现歌曲。 教学难点：



小组自主合作学唱歌谱

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体验教学法、小组合作法、律动法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引入课堂

1.听音乐进教室。

2.学习彝族的舞步。

3.听《喜鹊钻篱笆》伴奏音乐做律动。

二、技趣相融，情感铺垫

1.观看视频，感受彝族的风光。

2.与彝族朋友的呼唤——发声练习。

3.了解“阿西里西”“求赌斗”的含义。

三、学唱歌曲，体验情感

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情绪。

2.复听歌曲，随歌曲用身体乐器伴奏。

3.再听歌曲，随歌曲进行律动。

4.小组合作，学唱歌谱。

5.小组展示学习成果并开展小组评价。



6.引导学生随琴完整演唱歌谱。

7.学唱歌词

(1)随琴唱; (2)解决歌词难点; (3)再次随琴演唱;

(4)处理歌曲; (5)用活泼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

8.小组合作“我爱记歌词”。

9.小组展示背唱歌曲。

10.学生随琴背唱歌曲。

11.学生随音乐边律动边演唱歌曲。

四、合作创编，拓展体验

1.学生分小组讨论尝试做喜鹊钻篱笆的游戏。

2.进行小组展示与小组评价。

3.欣赏视频民歌版《阿西里西》。

五、结束课堂

听《喜鹊钻篱笆》音乐手拉手出教室。

《喜鹊钻篱笆》歌谱

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歌曲《喜鹊钻篱笆》，要求学生能用欢快的情绪有感



情地演唱歌曲。

2．要求学生结合歌曲有秩序地进行游戏活动，激发音乐兴趣。

3．要求学生根据歌曲内容进行歌表演，能做几个彝族舞蹈的
基本动作。

教学重点:能用欢快的情绪有感情地演唱《喜鹊钻篱笆》

教学难点:结合歌曲有秩序地进行游戏活动

一、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复习歌曲《金孔雀轻轻跳》

律动引入，营造氛围(播放课件)，随着欢快的音乐《掀起了
你的盖头来》响起，同学们随老师舞蹈，这样，课堂活动由
律动开始，很快把每一个学生都吸引过来参与游戏活动，营
造和谐、民主、欢快的课堂气氛，以愉快的心情为后边的学
习活动做好情感铺垫.

二、导入:走进彝族，了解民俗

师:回忆上学期学过的彝族歌曲?《彝家娃娃真幸福》，说一
说你的了解 (从民族风情、服装、音乐、舞蹈进行阐述)

师:今天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彝族歌曲，认真聆听，
看看你能否听懂些什么?

1．初听《喜鹊钻篱笆》，体验乐曲欢快的情绪再简要介绍彝
族文化，风土人情，增强学生的知识面，更为歌曲的演唱做
下铺垫。



2．按节奏读词，理解词义

解决难点先听教师随着鼓点节奏读词，增强了浓浓的音乐韵
律感，《喜鹊钻篱笆》的节奏琅琅上口，通过师读、生读、
师生接龙读词的方法，学生在模仿中渐渐熟悉歌曲，解决节
奏的难点，再过渡到学唱歌曲阶段。

3．演唱歌曲。

由读节奏入手，引入歌曲，通过老师对彝族的介绍，勾起学
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学唱歌曲时采用老师唱曲、学生
唱词、分句教唱的方法来降低难度，使导学、铺垫、演唱教
学处处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进行，由易到难，逐步完成教学
目标。

4．随乐律动，激发兴趣

这一环节让学生随歌曲音乐和老师一起律动，掌握彝族舞蹈
的基本动作，体验音乐课的无穷乐趣。而教师本人强化参与
者，合作者身份，以增强与学生的亲和力，师生共同尝试，
体验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5．游戏延伸，快乐升华

《喜鹊钻篱笆》是彝族小朋友做游戏时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
做些平时 喜欢做的游戏吧，如:丢手娟、老鹰抓小鸡、火车
钻洞、打花巴掌……. 然后在《喜鹊钻篱笆》这首欢快的乐
曲中，请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边唱《喜鹊钻篱笆》这首
歌边做游戏，在游戏的同时巩固了歌曲。

三、课堂小结，结束新课

今天，同学们唱得高兴，玩得也高兴，学会了贵州彝族民歌
《喜鹊钻篱笆》，感受了欢快的情绪，你们在享受快乐的同



时,也请你们把快乐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好不好?今天的
课就上到这，同学们再见!

教学反思：

《喜鹊钻篱笆》是一节唱歌课，歌曲中的歌词是用彝族语言
音译过来的，歌曲的旋律具有典型的彝族风格。在课的开始，
我先让同学们初听了两遍歌曲后问“同学们听明白了歌曲中
要歌唱什么吗？”同学们都说“不明白。”然后我抓住这一
教学时机用图片的形式向同学们介绍了彝族的一些风土人情。
并帮助同学们理解了歌词中“阿西里西”和“求堵啦来”的
意思。在唱歌教学中我应用了听唱教学法，先让同学们边听
边跟着小声哼唱旋律，再跟着教师范唱学习教学难句。同学
们很快就唱会了歌曲。为了让同学们更准的掌握歌曲进入时
的节奏，我特意加强了歌词“哦……哦”的练习。同学们觉
得很有趣，在快乐的氛围中很快的就完成了本课的教学任务。

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篇四

《喜鹊钻篱笆》在本节课教学中，梁老师通过听唱法、教唱
法、游戏法进行教学，运用多种手法引导律动，做简单的舞
蹈动作边唱边演。

通过聆听歌曲，让学生感受歌曲，理解歌词含义，学唱歌曲，
对于乐感好的学生，要求他们小声跟音乐视唱，让学生来进
行游戏，气氛很激烈，整堂课下来，所有学生都能唱这首歌
曲，效果很好。

二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学已掌握
了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如音的高低，强弱，长短，节拍，
唱名，正确的歌唱姿势，用正确的声音唱歌等。梁老师紧密
结合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关注学生的学习过
程，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性和愉悦性，通过律动、游戏、
唱歌、创编等音乐形式启发学生音乐感知能力。



总体来讲，梁老师这节课课堂比较生动，学习氛围活跃，学
生积极，内容形式多样，让我收获良多。

教学建议：

一、 教学的过程可以再设计得清晰一点，每个环节的过渡可
以再紧凑一些，过渡连接注意自然关联。

二、 教学设计的内容可以设计再精彩一点，重难点再突出一
点，把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知识点删掉。

语言木篱笆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导入这一环节我设计了故事导入，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文章
的主要内容，学生听故事的过程就是梳理思路的过程。让学
生当“小老师”来互帮互学生字的设计，调动了学生积极识
字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自信的信心，并在合作
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设计过程）

自读自悟――质疑问难――小组交流――全班师生交流

1、学生自读课文，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2、在四个人小组中交流，说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受。

3、教师巡视，参与讨论，了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疑难
所在，以便具体指导。

4、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下列语句。

（1） 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孤单”是什么意思。树
和喜鹊为什么会感到孤单？



《树与喜鹊》是一篇简短易懂的课文，讲述了树和喜鹊从孤
单到快乐的过程。让学生知道，只有保护鸟类，多种树，才
能改善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

开课伊始，我设计了故事导入，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主
要内容，让学生听故事的过程就是梳理思路的过程。让学生当
“小老师”来互帮互学生字的设计，调动了学生积极识字的
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自信的信心，并在合作学习
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自读自悟――质疑问难――小组交
流――全班师生交流的方式进行教学。并重点引导学生理解
下列语句。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孤单”是什么意思。
树和喜鹊为什么会感到孤单？整堂课学生学习很有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