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
大版 合唱教学反思(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一

在教学中，发现高年级的合唱教学无法实施，两个声部拿不
下来，如果反复的练习，学生又没有了学习的积极性，课堂
很沉闷。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本学期有幸参加了
合唱教学的有关研究，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悟出了一些
东西，与大家共享。

主要内涵：

《音乐课程标准解读》中指出：“基础教育中的任何课程只
要是一门学科，必然会有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因此对于
音乐教育来说，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必需的。”

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过多的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方法过于单一，冲谈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不利于
音乐审美教育的实现。因此在音乐新课程中提出要淡化双基
的理念，是淡化而不是丢弃。

在以前的教学，我就走入了音乐教学的误区。在歌曲教学中
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声音的训练，音程的训练，造成学生的演
唱能力下降，合唱能力下降，声音粗糙，缺乏气息的支持，
并且影响了歌曲情感的表达。合唱两个声部感受不到音程的
的美。



课例：

《唱支最美的歌》我先从介绍“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
叔”导入，然后欣赏和学唱歌曲《唱支最美的歌》。在指导
学生学唱歌曲时，没有关注对学生的声音训练，在课前也没
有音程的训练。对歌曲进行处理时，学生唱不出a、b两个乐段
的力度与情感变化。演唱a段时学生声音白，让学生轻柔一点，
声音又变得很弱、很虚，没有控制，不整齐。唱b段由于顿音
感觉不好，我不断的提醒，要跳跃一点，象走路。可换来的
是部分学生用缺乏气息支持的喊叫的声音来演唱。唱两个声
部时，总是唱不稳自己的音。唱不准就练，高声部一遍又低
声部一遍，合起来再一遍，不和谐。又再练习…………学生
没有一点精神了。一首很美的歌，唱得没有了一点感情。

分析与思考：由于平时忽视了对学生的声音训练，当歌曲的
情感表达需要借助声音（发声技巧）时，我所说的“跳跃一
点”，“轻柔一点”的话是那般苍白无力。学生演唱能力的
下降，缺乏对声音的控制和对气息的运用，难以表达出歌曲
的情感。在枯燥无味的练习中，学生逐渐失去对歌唱的信心，
如果敷衍了事，学生又得不到音乐的审美体验。

解决问题的方案：

得出的结论是：在平时的音乐教学中对声音的训练是不能忽
视的，但又不能进行过多的，单一的练习，使学生感到枯燥，
要在具体的音乐实践中对学生进行声音的训练。

首先，要让学生多欣赏，先感受到合唱的美，培养学习的兴
趣。在课前让学生欣赏一些短小、优美的中外优秀合唱作品，
让他们细心聆听各声部的旋律，训练学生音乐的耳朵，提高
合唱的听觉能力。让他们从音乐本身的旋律中体会合唱艺术
的美。

还要进行必要的发声练习和音程练习。采用了学生能够理解



并完全可以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比如“象闻花”一样做深
呼吸练习；用半打哈欠的方法来启发学生打开喉咙，放松下
巴等等。另外，让学生将白声和有气息控制的高位置的声音
进行比较、分析、鉴别，以提高学生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帮
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声概念，学会有控制地发自内
心的歌唱。要求学生唱准音阶，做一些合唱的发声练习。在
教新课前，做一些必要的音程练习，解决难点。

如在教学《唱支最美的歌》时，先让学生听赏《半个月亮爬
上来》感受合唱的美，并把学生带入情景。用歌曲的一、二
句做发声练习，学生尽量用他们刚刚听赏的那种柔美的声音
演唱，很美。然后再做一些音程的练习。再进行教学比原来
的效果就好一些了。

合唱是一门非常严谨的艺术，要求音色统一、声部和谐、音
量均衡。它必须经过严格而科学的教学训练，才能取得良好
的艺术效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所以在教学中，不能
有任何的松懈。在每一节课中都要讲声音的美，长此以往，
学生才会唱出美妙、动听的声音，学生就会乘着歌声的翅膀
越飞越高！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二

《星星合唱队》这一节主要学习加、减混合运算，让学生在
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学习生活中的数学。二上学生对于
数字较大、计算过程相对复杂（有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
混合题目，计算会感到枯燥、乏味，甚至厌烦。所以教学时
把其融入到“唱歌”、“坐车”、“手工”和“赛跑”等具
体的情境之中，让他们感到有趣、好玩。针对题目中有关键
字如毕业和加入，上和下，卖出和运进等，大家都能比较轻
松地写出加减混合算式；针对“比……多”和“比……少”
的问题，学生就有点不清楚，我主要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进
行思考：要计算阿姨的年龄，需要先知道叔叔的年龄，要计
算叔叔的'年龄，需要知道淘气的年龄，这样一步一步推算出



我们的问题。教完这一部分，我觉得孩子们的读题能力都还
比较差，以后在相关知识方面必须要不断渗透、加强。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三

本节课我以国庆节导入：孩子们国庆节要到了，为了庆祝这
个节日，每个年级都准备了节目，笑笑和淘气她们也正在排
练歌曲。（孩子们顿时很感兴趣，睁大眼睛看着班班通上的
情景图。）请孩子们说一说你从情景图上得到了哪些数学信
息？（孩子们踊跃发言）。接着我问合唱队的人数比原来多
了还是少了？这是为了培养孩子们估算的意识和能力，尽可
能的让孩子们多说。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在组内充分发表
意见，然后全班交流。紧接着让孩子们提出数学问题，孩子
们提的问题很多，从中筛选出合唱队现在有多少人？对于这
个问题大部分学生都会列式，我重点引导为什么加，为什么
减，让学生理解，毕业了就是离开了要减掉，用减法。加入
了就要增加用加法。

第二个环节计算阿姨的年龄。孩子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知
道了淘气的，可以求出叔叔的，然后根据叔叔的年龄算出阿
姨的。而另一种是从问题出发，要计算阿姨的年龄，需要知
道叔叔的'年龄，要计算叔叔的年龄，需要知道淘气的年龄。
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总结加建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在
一个算式中，如果只有加减运算，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计
算。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四

核心提示：《星星合唱队》是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上册第一
单元第3课时的内容，本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100以内数的
连加，连减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主要是在解决简单实际问
题的过程中，探索并掌握100以内数的加减混合运算的...

《星星合唱队》是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上册第一单元第3课时



的.内容，本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100以内数的连加，连减
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主要是在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探索并掌握100以内数的加减混合运算的计算方法。

教学本节课从教师节活动导入:教师节时，我们每个年级都准
备了一首歌送给老师，看看我们的淘气和笑笑他们也正在排
练歌曲准备送给他们老师呢？大家顿时兴趣黯然，把目光都
集中到了情境图上。接着，请大家说一说从图中你发现了什
么数学信息？之后，抛出问题：合唱队人数比原来多了还是
少了？其实这对学生估算意识和数感的培养相当重要，因此
我尽量让更多的学生说一说。紧接着提出数学问题，从中筛
选：合唱队现在有多少人？大部分学生都会列式，重点引导
为什么加，为什么减，让学生明白毕业了就是离开了要减掉，
加入了就要加进去。由于前面已经计算了连加连减，大部分
学生都懂得分两步计算，但个别学生前面喜欢三个数摞在一
起加或减，这时就出现三个数摞在一起又加又减，重点拿出
来与大家交流，让学生清楚加减混合不能三个数摞在一起算。

本节课主要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掌握加减混合运算，针对题
目中有关键字如毕业，加入，借出，还回，卖出，运进.大家
都能轻松写出加减混合算式，但针对叔叔：我比你大29岁，
阿姨：我比叔叔小5岁，淘气今年8岁，阿姨今年几岁呢？这
类型学生就有点糊涂了。主要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进行思考：
要计算阿姨的年龄，需要知道叔叔的年龄，要计算叔叔的年
龄，需要知道淘气的年龄，一步一步推算出我们的问题。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五

《星星合唱队》这一节主要学习加、减混合运算，让学生在
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学习生活中的数学。二上学生对于
数字较大、计算过程相对复杂（有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
混合题目，计算会感到枯燥、乏味，甚至厌烦。所以教学时
把其融入到“唱歌”、“坐车”、“手工”和“赛跑”等具
体的`情境之中，让他们感到有趣、好玩。针对题目中有关键



字如毕业和加入，上和下，卖出和运进等，大家都能比较轻
松地写出加减混合算式；针对“比……多”和“比……少”
的问题，学生就有点不清楚，我主要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进
行思考：要计算阿姨的年龄，需要先知道叔叔的年龄，要计
算叔叔的年龄，需要知道淘气的年龄，这样一步一步推算出
我们的问题。教完这一部分，我觉得孩子们的读题能力都还
比较差，以后在相关知识方面必须要不断渗透、加强。

星星合唱队教学反思二年级北师大版篇六

校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和集体主义观
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合唱教学也是一种高层次的歌唱，
是学生综合音乐素质的体现。在音乐课堂中我也侧重了合唱
方面的教学，在排练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１．学生的识谱能力较差，歌唱基础、合作能力和发声习惯
等方面参差不齐、各不相同。

２．在二声部合唱歌曲中第一声部的旋律通常是主旋律，旋
律比较流畅，音区较高，学生易听、易唱、易学、易记；而
第二声部往往正好与此相反，学生就出现了畏难情绪。

３．学生对于合唱的概念十分淡薄，甚至误以为合唱就是齐
唱，或者出现一、二声部相互喊唱。缺乏声部和谐的感性体
验和合唱成功经验，因而兴趣不高。

针对上述原因，我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教学：

１．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合唱观念。

合唱各声部不是搞比赛，不是看谁唱得响、唱得突出，而是
相互烘托，追求音乐整体的和谐。应培养学生在合唱训练过
程中自觉判断的能力：（１）个人演唱是否干扰了整体。
（２）个人演唱是否衬托了整体。即个人演唱的方式与情绪



是否与音乐整体相符合。

２．训练学生掌握正确的歌唱呼吸方法。

呼吸是歌唱发声的`基础与动力，歌唱的呼吸不同于人的自然

呼吸，须根据乐句的长短、强弱、快慢安排呼吸量的大小，
做到有意识地控制。曾有专家论述“不会呼吸的人就不会歌
唱”，由此可见歌唱呼吸的重要性。在教学中针对学生普遍
存在的气吸浅、吸气抬肩、不会气息保持等错误呼吸方法，
采用他们能完全理解并可以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

３．培养唱谱能力。

小学合唱里的歌词大多只有音高上的区别，词是完全一样的，
学生很容易把声部混淆。但由于合唱各个声部的唱名不同，
相互比较容易分辨，所以应在学生掌握歌谱以后再教唱歌词。
在唱谱的过程中解决学生的音准、节奏、快慢、情绪等问题。
４．音准和节奏的训练。

合唱的音准问题较为复杂，大多数学生不能准确地掌握副旋
律的音准和音程。克服这一困难首先应保持良好的姿势。同
时利用钢琴引导学生把握好音准和音程。

５．“先难后易”和“平行”教学。

学生对歌曲的印象往往是先入为主。特别是对其所熟悉歌曲
的第一声部易给他们以较深的印象，对此，可在教学之初暂
把第一声部放在一旁，先教第二声部，待学生对第一声部有
了一定的把握后再教第二声部。如合唱歌曲《我躺在绿色的
草地上》这首歌曲，在教唱前学生很可能早已熟悉它的第一
声部，但对于第二声部却相当陌生，此时可教第二声部，待
他们完全唱准后，这两个声部能直接结合起来。



合唱是集体性的声音艺术。统一、和谐是合唱的要求。合唱
中还可以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达到以美育德、以美启智、
以美健体的目的，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