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放牛的教学反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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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放牛的教学反思篇一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整体表现不错,对我的提问和讲解能
做出积极的反应,并通过音乐小知识,让孩子自己找歌曲中的
衬词及民歌的.小特点,，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虽然有一些
乱堂。或许是我对教学组织考虑不够周密，导致我在教学过
程中，只关注到个别孩子的学习与成长，而忽略了大多数孩
子在学习中的感受和表现，以至于在我单独辅导个别孩子学
习时，其他孩子处于一种松散状态，他们表现出诸如：坐立
不安、东张西望等现象。换而言之，就是我没有真正认识到
教与学的根本所在，课堂中没有做到以学生为本，没有面向
全体学生，没有关注到每个学生学习状况，而是一味的说教
和拔高知识难点，从自我出发，忘记了他们的认知度和年龄
特点，完全没有顾及到孩子们的感受和接受能力。在学唱过
程中,虽然能较快的找我歌曲演唱,但在个别字所表现的民歌
韵味上还是欠火候,经过教师指导和多次范唱,大多数学生能
掌握这首歌曲的情绪.回想这一幕，我很懊恼，作为老师我应
该多为孩子们着想，多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多关注孩子的成
长与发展，毕竟成长期的孩子就像一块小小的海绵一样，对
知识的吸收式一点一滴、慢慢的注入。

孩子本有着玩的天性，何不让他们从玩中体验乐趣，享受玩
的过程呢？等到上课时，孩子们自然会在老师的组织、引领
下，回归课堂。



一节课已经结束，但是让我看到了自身存在太多的不足。在
今后的教学中，我要把本节课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细节，
在脑海里面不停地回放，相信会有所收获。

小放牛的教学反思篇二

我在教授《放牛山歌》时，我遵循了以下几点：情景想结合，
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先让学声朗读歌词，在朗读的时候最好把这种民歌的风味读
出来了。把不认识的字进行教学。特别是要把方言唱出来。
欣赏《小放牛》的时候，先把歌词抄出来，利用动画音乐，
让学生跟音乐哼唱。在聆听器乐《小放牛》，先整体听全曲，
让学生感受一下，再分段听，让其回答问题。最后在复听一
遍。

因为这首曲子是民歌，有地方特色。所以我们先复习了第二
课的草原，这也是有地方特色的作为这首新曲子的导入。听
完后了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随着音乐做放牛、赶牛、捡柴
的动作。让学生更好的体会曲子。在欣赏《小放牛》放动画
给学生看，这样激发他们对民歌的兴趣。

在次课中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情景导入中让学生随音乐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要做好课件，让学生先看了，在自
己实践，这样效果会更好。我应该作为一种游戏，分组比赛，
这样学生的课堂纪律会更好，所有的学生都会积极参与。在
歌曲对比的时候，讲的不够生动，没能调动学生的兴趣。

小放牛的教学反思篇三

《小河边》内容简短，易于幼儿理解。本次的活动目标是：1、
感受故事中幽默愉快的气氛。2、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文中的
反复句式。3、能看懂画面，并复述故事内容。4、重点认读
字词：小河边、小、乌龟、扑通、大。



通过组织这次阅读活动，我有很多的感悟，大部分孩子都能
认真阅读，而且能轻声地和同伴讨论自己的发现。我能面向
所有幼儿，鼓励幼儿大胆表达。幼儿在故事中，小动物来到
小河边，“扑通”一声跳下水，这个有趣的象声词一出现就
吸引了幼儿。幼儿之所以感兴趣，在故事结束时我让幼儿模
仿小动物“扑通”一声跳水的动作，让幼儿尽情表达自己的
快乐，因为喜欢动物是孩子的天性，小动物做什么事情，孩
子们都乐于模仿。在教学中，我让幼儿带着疑问（小动物怎
么不见了，我们去找找看？）去阅读，当幼儿猜想的结果与
文本上的'情节相同时，幼儿体验到自己的成功感，在这个环
节当中幼儿都能说出是小动物藏到水里了，说明幼儿仔细观
察画面。但是我做的还不够，没再追追问“小动物藏到水里
干什么？”但幼儿都能与教师一同说出“一只．．．．来到．
．．．“扑通．．．．”的句式。而且在读到象声词“扑
通”一声跳下水时，都能用动作来表达他们的快乐。

在情景创设方面，我自己首先就告诉幼儿那里是小河边，给
幼儿规定了界限，没有让幼儿自己开动脑筋，创设情境，我
做的太多了，表演中虽然引起了幼儿的兴趣，但是我起的却
不是引导作用，而是主导作用，限制制了孩子思维的发展，
不符合纲要要求，这个问题都是值得我反思的。在今后的教
学活动中，我会在备课上多下功夫，不但要备教材还要备幼
儿；我会不断地通过实践和反思来提升自己，在反思中感受
进步的快乐。

小放牛的教学反思篇四

《放牛山歌》是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放牧里的一首农村题材
的歌曲。在教学中，我用《太阳出来喜洋洋》导入新课，知
道衬词的作用，并进行劳动思想教育。再通过图片，让学生
感受春天的农村美，提高学生学习歌曲的兴趣。

因为这是一首四川儿歌，所以在教学中，我先带同学们用四
川话有节奏的朗读儿歌歌词，为后面的四川方言演唱歌曲做



好铺垫，再用民族乐器四川盘子为歌曲伴奏，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学唱环节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点，在这个环节采用了：
先念后唱，听唱结合，跟唱，对唱，一领众合等方法进行歌
唱教学。

《放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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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放牛的教学反思篇五

一、教学内容

1、复习：牧童

2、唱：放牛歌

3、创编与活动：露一手

二、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通过《放牛歌》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山村大自



然的风景。

2、技能目标：用轻快活泼的情绪演唱《放牛歌》，并且通过
这首歌的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创编等技能。

3、情感目标：通过《放牛歌》的学习，使学生感受民歌风谣
的特点，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三、教材分析：

1、《放牛歌》是一首轻快活泼的民歌风谣的歌曲，不同的音
符出现的频率较高，较难。

2、这首歌出现了音乐知识反复记号，在教唱时不要求学生掌
握但要知道其意思。

3、通过演唱这首歌曲，使学生了解山村自然景色，培养学生
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用轻快活泼的情绪演唱歌曲。

2、教学难点：尝试用器乐舞蹈书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此首音
乐。

教学工具：场景道具、铅笔、毛笔、纸、水彩笔、墨水、打
击乐器、民族乐器、教学道具（云、歌谱、小板凳、黑板、
笛子、教学磁带、录音机）。

教学方法：情景法、尝试法、听唱法、分析比较法

五、教学反思：

启发学生“你都想到了什么？”从而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



经过教师的简单小结使学生了解了牧童的生活和放牧时的心
情，为学唱歌曲《放牛歌》做情感铺垫。接下来的“体验理
解”环节还是以激发学生兴趣为主，从猜小牧童的“宝贝”
（笛子）模仿小牧童吹笛子的动作，到学吹笛子的有节奏的.
嘀嘀声xxxxxx，到有节[内容来于淘―教_案―网]奏的模仿小
黄牛的叫声x－，我都是在让学生从间奏入手的，目的：一是引
导学生会听音乐，能听出哪是间奏；二是让学生充分感受歌
曲的旋律，熟悉歌曲；三是培养学生节奏感，知道笛声和小
黄牛的叫声表示的节奏是什么，对两个声部的节奏训练进行
一次渗透和尝试。

实际教学证明，这个环节设计得比较好，既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达到了我的教学目标，熟
悉并掌握了所要掌握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