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一年级的一节唱歌课，由于歌曲中出现了乐理知识
（强、弱），所以本课的教学内容为：

音乐活动：

1、声音的强弱

2、学唱歌曲《小动物唱歌》，并创编歌词进行表演。

本课的教学设计，通过聆听，使学生自己发现各种声音，如
火车行驶的声音，老虎和小猫的叫声。再由动物的叫声进行
对比，使学生自己发现声音强弱的对比。老师用准确地语言，
将音乐中的强、弱及其字母f、p的概念出示，再让孩子亲身体
验强和弱的对比感受，如：击鼓、说话和拍手。这样，通过
聆听，再感受的方法，使一年级的`小学生们理解了强和弱。
在歌曲的学唱中，学生也已可以发现强弱，并能准确地在歌
曲的演唱中表现。

这节音乐课，在音乐活动――声音的强弱环节，设计的环环
相扣，是一年级的小学生通过聆听――感受―聆听新授歌
曲―再演唱。这样的教学设计，使学生通过本课，牢牢的把
握住了声音的强弱。但也是由于这样的教学设计，使得在歌曲
《小动物唱歌》的教学中，时间的安排和演唱的教学没能很
好的表现。学生的学习情况只能说是，会演唱歌曲了，并没



有很好的达到表演唱的效果。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
我。我想，问题肯定是出自老师的教学设计及安排。音乐课
应该是活泼、轻松的。也许是由于主修钢琴的原因吧，我总
是对一些乐理知识特别关注。歌曲大家能较快地接受并学会，
但乐理这些专业性的知识，是很难理解的。因此，使我总是
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知识的教学中，没有很好的表现歌曲。
所以在我将来的教学中，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歌曲的演唱
及歌曲的表演唱中。

课堂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应更多地运用激励性评价，提高他们的音乐兴趣和水
平。作为音乐学科，要做到生动丰富、机智巧妙，适时适地
的评价。音乐课程标准指出：“评价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
进步，发现和发展音乐潜能建立自信，促进音乐感知，有利
于学生表现力创造能力的发展。”在这方面，我只能用“你
真棒”“你唱得真好听”等简单的语言对学生进行评价。在
今后的常态教学中，我要不断训练自己对于学生的精彩之处，
如何通过老师的语言，面部表情、眼神等随时给予学生评价，
传达教师对学生的爱。

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篇二

（一）成功之处：

学生学习情绪高涨，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相互合作，共同完成
学习任务。短短一节课运用了一系列活动方式，使得学生无
暇分神，乐此不疲。课堂掌握住了学生兴趣转移的规律，根
据低年级学生注意力短暂、兴趣转移快的特点，加大信息量，
多内容、多方法。实践表明抓住了学生心理，适应了学生心
理，形成对事物的专注力。这节课根据低年级学生，活泼好
动的特点，边动边唱，以动作助记忆，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
记忆力，表现力。

（二）不足之处：



学生在参与活动时稍稍有些乱，在创编动作时，显得拥挤、
混乱。但我没有刻意的要求他们整齐划一，我想这些乱糟糟
的、各自不一的动作存在着求异性，萌发着初浅的创造意识，
必要时放手让学生“乱”，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
自信心。但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要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继
续培养。

（三）感受：

在音乐教学中，常规上我们不习惯把事情交给学生做，
怕“乱”。在这节课上我做了一些尝试，让学生自己编歌词，
编动作，使学生好奇心的到了满足，等于把成功感一并交给
了学生。教师不担心学生出错，尽管学生可能演不好，
但“我能行”的自信心，就是在教师的信任中产生的。

一年级学生思维活，他们敢表演、爱提问、喜欢奇思妙想，
他们更喜欢新颖、活泼、开放的音乐活动形式，大部分学生
能自信、自由地通过音乐表现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受
和体验。只有区别于中高年级的教学，符合低年级学生的学
习规律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才是科学的、可行的、有效的。
我们应注意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规律，发挥创新精
神和能动作用，勇于开拓、改革，以适应音乐新课改提出的
要求。

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篇三

兴趣是调动学生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动力。正如托尔斯泰所
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
”新课标中也深刻地阐述了“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
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
前提。就连古人也强烈地认识到“兴趣”对学习者的重要性，
因而留下了“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的至
理名言。



在歌曲《小蚂蚁》教学中，一年级小学生性格比较活泼，思
维比较活跃，为了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利用各种方法使每
个学生都享受到音乐的乐趣，喜欢和热爱音乐，开始让同学
们猜猜谜语：身小力不小，团结又勤劳；有时搬粮食，有时
挖地道。学生在议论声中找到了答案，接下来讲小蚂蚁的故
事，故事内容主要是根据歌词内容来编，通过故事把同学们
带入蚂蚁世界，同学们入神的听着，仿佛身临其境，激发他
们对蚂蚁特殊的情感，从而为下一步的教学做好铺垫，接着
让他们随着音乐读读歌词，按童谣形式读一读，激发他们的
学习欲望，然后再按歌曲节奏读一读，使其掌握歌曲的节奏，
通过这些训练后，同学们随着歌曲开心的哼唱，时间不长就
学会了，如果单纯的演唱是枯燥乏味的，新课标提出音乐教
学要提倡学科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文学、美术
等姊妹艺术综合。因而，在教学中融入了歌表演创作，让学
生用左右手的食指分别放在头上方，来表示蚂蚁的触角，大
家围成一个圈，全盲学生站在原地表演，低视学生可以做各
种动作来表现小蚂蚁的生活常态，然后他们一起合作表演，
除了融入体态律动，还让学生用诗朗诵形式进行表演，丰富
学生的感官、情感，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创作欲望，但在音乐活动中，由于全盲生的视力
缺陷，他们的肢体动作不那么协调，我想只要他们理解了音
乐，即使他们表达的不那么完美，也是值得尊重和欣赏的，
我想通过练习，他们的动作会更加完美，他们会一样唱的好，
跳的好，相信他们明天会做的更好。

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活动《我的身体会唱歌》主要是让幼儿充分了解声音无
处不在，在自己身上寻找奇怪的声音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孩
子们在活动中会发现制造声音是多么的简单，但却特别的有
趣。

活动开始，我就把主动权让给孩子，让他们从最熟悉的身体
出发，探索会发出声音的部位，并体验声音的异同。虽然这



个环节我没有任何操作材料，但是幼儿却喜欢在自己的身体
上探索，他们都很兴奋地寻找着发音部位，找到一个便马上
举手告诉老师或同伴。如：拍拍手、拍拍肩、左右脚交替踏
地，用嘴发“p”的声音等。孩子们在活动中兴奋不已，硕硕在
回答问题时说腿能发出声音，原来是用手拍拍大腿。小贝贝
说头发也能发出声音，结果很多小朋友都不信，原来他是用
手摩擦头发。还有我们班的楠楠做出小时候妈妈教的用手捂
住嘴拍了几下“啊吧吧”的声音，引得孩子们大笑一场，随
后也跟着做了起来。

接下来我出示了几张节奏卡，让幼儿把刚才在自己身体上找
到的声音和动作有节奏的进行练习，幼儿都非常的喜欢，参
与在其中，虽然有的小朋友还没有跟着节奏的.节拍，拍的太
快了或太慢了，但是我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都能热情、
积极的投入在活动中我也觉得很高兴。最后环节，我准备了
一首节奏感较强的音乐，在让幼儿把“身体的声音”变成一
首歌时，小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在请了几个小朋友表演之后，
发现他们都是用同一个动作来完成一段音乐。所以在表演完
成之后我进行了示范，使用了身体的不同部位来演奏音乐。
既重新感受了“身体音乐”的美妙与神奇，又对接下来幼儿
的表演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不同的声音又重新引起了幼儿的
兴趣。

整个活动气氛非常活跃，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通过本次
活动，使幼儿尝试到在自己身上寻找奇怪的声音是件非常有
趣的事，幼儿会发现制造声音简单、有趣。活动结束后，我
还是播放着这段音乐，让幼儿尽情地去表演和感受。幼儿高
涨的情绪告诉我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也让我认识并体会到：
探索过程中应该让幼儿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把主动权留给孩
子，而教师则应该充当引导者，这样幼儿才能更自信、主动，
表现得更自然，收到更好的效果。



幼儿园轻声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中，我以一个“情”字贯穿整个歌曲，以“优美、抒
情、投入、神情、舒展”等感情将整节课串起来，一环接一
环，使学生乐此不彼，我采用听唱教学法使学生首先学会歌
曲，再用纠正法改正学生在歌唱中的音准问题，学生唱会歌
曲之后，歌曲接龙的游戏避免孩子在歌曲的反复记忆中出现
枯燥、无聊的现象，在学生掌握歌曲之后，我用舞蹈加深学
生对于歌曲的理解，采用同桌互相合作的精神，初次感受大
雁互相帮助、互相合作的精神，之后我用带头饰的激励方式
激发学生表现欲。通过学唱充满感情的这首歌，体会家的温
暖，在音乐中去体验亲情的可贵。通过小组比赛创编动作表
演，由学生自评，找出别人的不足，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
这节课我做了首次尝试，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轻声跟着老师按
节奏读歌词，尤其“好像我，哥哥弟弟，相亲相爱不分离”，
感染力强，收获颇丰，学生的每一句话语都沁人心脾。通过
引导学生创编表演歌词颂读，让学生们感受了音乐带来的美
感和快乐。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愉快的学习，再加入乐器的演
奏，学生的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都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情，
最后，我采用分组合作的方式，将学生分为三组：歌曲伴奏
一组，歌唱歌曲一组，歌曲伴舞一组，学生在愉快的合作中
完成最后一次表演。在快乐的歌声中结束本节课。

出现的不足，由于学生自控能力差，对于新鲜事务感触的较
少，出现了短暂的课堂纪律混乱的现象，以后应在课堂管理
方面多加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