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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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一年级音乐袋鼠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学校，课堂常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
对学生要有计划地进行常规训练，这对以后的音乐课非常重
要。除了对学生站、坐、行、排队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外，对
音乐课的常规训练也是不能忽略的。音乐是一种语言艺术，
它能够通过旋律带给大家喜、怒、哀、乐。所以我认为音乐
课也应该用音乐形式来训练学生的常规。让学生真正感受什
么是音乐课。例如：让同学聆听音乐进教室，用音乐的“问
好歌”来进行师生问好，设计一段师生问好音乐问候语言，
拍节奏让学生坐好，来达到用音乐说话的常规训练。不仅加
强了学生的练耳能力，还能达到常规训练，以形成音乐课堂
的特点。

新课标下一年级音乐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欣赏，创编，器乐，
歌唱教学等等几乎每堂课都有涉及。内容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而有趣，可是如果把握不好，课堂就会显的很乱而教学任务
完不成。我觉得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音乐学习的的方式就
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
起他们对音乐学习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
学习的不竭动力。所以在我的课堂里，一般都是游戏和活动
贯穿的'，把我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年龄，融入到他们当中去。
那样小孩子的兴趣很浓厚。



因此，在一年级的课堂设计中，将节奏、旋律、歌词、演唱
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
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识、在游戏中聆听、在游
戏中自我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
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
活动。通过这些师生合作的游戏活动，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
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
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
强了自信心。在课堂中采取"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
的改变能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也学得快乐，并使音
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孩子就象一张白纸，你给什么就留下什么。因此在今后的教
学中要不断改善与加强自己，努力使音乐课堂的学习充实有
效！

小学一年级音乐袋鼠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本课的教学我主要以小蜻蜓的形象为导入，让学生了解蜻蜓
的形状和特征，再让学生模仿小蜻蜓的动作来表演小蜻蜓，
让学生感受歌曲的三拍子的特点。

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我遵循音乐教
学的基本理念，组织开放而有活力的课堂教学，努力为学生
享受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提供机会，让学生走进音乐，
让音乐走入学生生活。首先，注重以审美为核心，给学生营
造视觉美、听觉美、肢体美，让学生在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
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其次，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学生
的生理心理需求出发，创设一种宽松和谐平等愉悦的教学氛
围。

小学一年级音乐袋鼠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接触打击乐器，所以他们对打击乐器的使



用和发出的声音都充满了好奇。在课的'开始，我让孩子们先
来听一听歌曲里小雨点的声音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节奏
的用自己的小嘴巴来模仿“沙沙沙沙沙―”于是，我让他们
来找一找哪个乐器朋友能表现出小雨点的声音，很显然大家
的答案都不同，有“铃鼓、碰铃、沙球……”我们用这些打
击乐器分别请小朋友们来奏一奏、听一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沙球”的声音更接近于“小雨点”的声音！所以在读歌词
和唱歌曲的同时，我们都会加入这件打击乐器，增强孩子们
对节奏的掌握。熟唱歌曲后，我们用沙球敲打出不同的节奏
为歌曲伴奏。

本节课不足之处就是学生对歌曲情感的处理，当他们注意到
节奏时，很难再去想歌曲的情绪应该怎么表现，甚至表情也
变得严肃起来，也许是还没养成习惯，这是以后在音乐课中
需要去改变的。

小学一年级音乐袋鼠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在遥远的森林里》以鲜明的音乐形象和活泼悦耳的旋律深
受学生的喜爱。在教学中，我力求创设和谐的教学环境、采
用新型的教学方法，以建构学生学习主体地位为教学宗旨，
引导学生通过在“活动”中学习，在“主动”中发展，
在“合作”中增知，在“探究”中创新，在这堂课中以“学
生主体发展”为目标的进程中，达到了显著的教学成效。

这节课我注重情景的创设，首先让学生在《在遥远的森林里》
的乐曲声中模仿小动物进教室，既把学生带入到歌曲背景中，
又让学生熟悉了歌曲旋律。之后的练声曲和节奏练习也都以
森林为主线展开。教学中我利用图片、多媒体课件等设置情
景，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发
起充分的想象力。在歌曲教学部分，我边范唱边用课件向同
学们展示了森林的美丽风光，同学们个个听得入迷、看得聚
精会神，为之后的演唱歌曲打下了基础。



在优化和谐的师生关系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挥“情感效
应”的作用，这是开启学生智力和美好心灵的钥匙，是激发
学生追求真理的动力，更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在学
唱歌词部分，我改变了读歌词的方法，采用了师生问答法，
把歌词的内容变成问题，让学生回答，这样既使学生很好地
理解歌词，又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牢记歌词。

小学生年龄虽小，想象力却很丰富。我认为这个阶段用音乐
来启发学生，用音乐打开学生想象的闸门，在音乐教学中，
学生只有在理解音乐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创造的能力。在创设
自己心目中的森林这一教学环节中，在学生理解歌曲的意境
后，我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把教室变成森林，把自己想
成森林的一部分，共同表演歌曲，只见有的学生表演花、草、
树；有的学生扮演的猫头鹰和布谷鸟让我看了都忍俊不禁，
在音乐的衬托下，学生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很好地表现了他脑
中遥远的森林，师生间共享着创造所带来的美妙。

同样创编歌词部分，我让学生分成小组，各小组成员在组长
的带领下互相配合，一起创作，在我适当的指点下和鼓励下，
学生的创作欲望也被激发出来，一首首趣味盎然的歌词应运
而生，学生在展示自己作品的时候，听到来自伙伴的掌声时，
都充满自豪的神情。每个孩子都需要赞美、肯定和鼓励，这
样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以及创造力会不断高涨。。

总之，课上还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如：教学思路还应更为清
晰；重点要突出；抓手要明确等，我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强
研究与摸索的。

小学一年级音乐袋鼠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针对本次活动，和前一次相比，不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经验，
所以导致了该活动对于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说挑战点不够，幼
儿比较轻松的完成了老师的预设。这是本次活动中的问题。
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回顾整个活动过程，现做如下反思：



1、环节紧凑，思路清晰，教师提问目的明确。

2、活动设计能够考虑情景性、趣味性。

3、结合主题背景及幼儿年龄特点，活动有价值、有挑战。

1、师幼互动中教师的回应策略有待加强。

（1）教师对幼儿经验把握不足，随机指导能力不强，当幼儿
轻松的完成预设后，没有当场做出有效的调整。

（2）教师语言引导未能多留一点空间给孩子探索。

（3）教师的回应语言需要进一步生动、亲切、精练、积极、
规范。

2、活动中教师缺乏对音乐本身的处理及指导

具体体现在教师考虑到以变换不同形式吸引幼儿学唱的兴趣，
而没有考虑到对音乐本身快慢、强弱的处理同样也会引发幼
儿学唱兴趣，同时也会提升幼儿对歌曲的表现能力。

1、若幼儿无二声部轮唱经验，本次活动环节设计不需调整。
若幼儿二声部轮唱经验丰富，需要提升活动挑战点，可以幼
儿自主探索三声部或多声部轮唱。

2、在变换形式的。练习学唱过程中，解决对音乐由弱渐强的
处理及指导。

3、不断学习调整师幼互动中教师的回应策略，争取做到生动、
亲切、精练、积极、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