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卫生打扫检讨书自我反省(汇总6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音乐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重难点：

对歌曲进行二度创作，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和创造
力

教学准备：

打击乐器、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二、寓教于乐

师启发学生的思维，请学生谈谈对歌曲的理解

学生带着自己对歌曲的理解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师进行适当的.点评，进一步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歌曲的演唱情
绪



综合表演，打击乐伴奏

（出示打击乐器：碰铃、双响筒、铃鼓等，请学生自由选择
适合歌曲的打击乐

根据歌曲的节奏特点，学生自创节奏

器乐合奏与歌曲演唱相结合

请学生说说自己的感想并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三、创造表现

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自由
组合）拓展学生的思维选派一名主持人，将所需表演的节目
进行整理和串连学生进行节目编排，师参与其学生共同编排
由主持人宣布表演开始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师生给予肯定
和鼓励，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师进
行简单的点评。

四、完美结课

教学反思：本节课是在歌曲演唱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度创作。
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用多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现
歌曲。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教学，进行了一个大胆创新。通过
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活跃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

音乐教学反思篇二

一、情景导入

播放《种太阳》，谈话导入：



这首《种太阳》的歌曲中，主人公的长大后的愿望是什么？

是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

二、寓教于乐

听录音范唱：

师：听歌曲，回答问题，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理想很特别。

边听边思考两个小问题：

这首歌曲是几拍子的？

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请听歌曲《小纸船的梦》。

感受歌曲的情绪：

小女孩的理想是什么？歌曲是几拍子的？歌曲的情绪是怎样
的.？

复听歌曲（教师范唱）：

师：有谁听出来了，歌曲的速度是怎样的？学唱旋律：

师：让我们模仿船的汽笛声，用“呜”来哼唱歌曲。

轻声演唱：

师：让我们轻声地唱歌词，同时把你觉得最难唱的地方找出
来。

突破难点：

提出“一直到那看不见的远方”，休止符处的停顿、吸气，



按节奏读歌词，分小组接龙这一句，注意气口的掌握。

提出b记号的唱法。

解难后完整地演唱歌曲。

三、创造表现

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唱这首歌曲最美、最好听？

好，让我们试着用连贯、轻柔、优美的声音来唱第一段。

四人小组讨论分角色演唱：

师：下面咱们来关注下比赛情况，现在比赛进入最后的总决
赛，咱们分成四人小组进行分角色唱，你们可以选择不同的
演唱形式：小组唱、齐唱、领唱、男女声唱都可以，好，下
面开始排练。

四、完美结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许你想当一名教师教书育人，也
许你想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许你想当一名兵人保家卫国，
也许你想当一名学者，也许……但梦想归是梦想，只有梦想
醒后挥洒如雨的人才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孩子们，让我们驾
着理想的船，扬起希望的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吧。请拿
着你手中的小船，唱着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课。

教学反思：

对于本节课的不足之处，我有一些小小的看法，整个课堂填
的比较满，那么留给学生自由想象和创作的空间就太小了。
整堂课内容安排得太多了，一节课要学生接受的东西太多，
也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教育虽细致严谨但是却会不经意



地抹杀学生的个性，学生得不到释放和展示。

音乐教学反思篇三

1、本课的引入部分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学生一开始就被吸引，
并成功地引入到课题；确实激发了学生想对古琴做进一步了
解的兴趣。

2、在感受与体验这一部分，两次对比鉴赏层层深入：

接下来是合唱版与琴歌版的对比，通过对音色、速度、力度、
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对比鉴赏，学生能体会作品的不同表现
形式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并由此关注现代的合唱作品是如何传
承古代音乐文化的`。

3、在创造与活动这个环节，学生积极性被调动，参与面也很
广，几乎每个学生在小组讨论部分都积极参与，场面活跃。
辩论赛上，两组学生都能很准确地阐述自己对古代音乐文化
传承的认识，并很具说服力。在创造性的改编活动中，学生
结合所学，新的创意层出不穷，让人大吃一惊。整个后面的
环节，可以说课堂里学生妙语连珠，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4、不足之处在于对歌曲所表达的离别之情的背景等介绍还不
够。还有吟唱的部分还可再加强一点。

人音版五年级音乐下册《田野在召唤》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音乐教学反思篇四

第一课朝夕

教学内容

1通过钢琴和伴奏带教唱学生《清晨》和《晚风》两首歌
曲。2对比歌曲欣赏描绘早晨的《晨景》和描绘夜幕的中国筝曲
《渔舟唱晚》.

3创造性地表演及编配打击乐为歌曲伴奏。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管弦乐《晨景》感受极为纯朴，
具有牧歌风格的音乐。

5体验音乐与自然的人文性，激发对生活的热爱教学重难点

1《清晨》因四段歌词太长，所以选择1、3、4段唱，第2段由
学生课后自己学唱。

2在教师的指导下学唱《清晨》第二乐段的曲调，重点是音准：
“441|664|3.1|5”中的大跳要唱准。

3《晚风》第一小节的弱起部分，低声部合唱部分的演唱，以
及

全曲6/8拍的强弱对比。



4歌唱为主，欣赏为辅。

教材分析：

1.管弦乐《晨景》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于1888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评剧
《培尔?金特》写了二十三段配乐。后选择其中八段改编为两
个组曲。本曲就是《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第一首。这原
是诗剧第四幕中主人翁培尔?金特流浪到摩洛哥时，描写日出
和清晨景色的音乐。乐曲的主题仅在五声音阶范围内活动，
极为纯朴，具有牧歌风格。

2.筝曲《渔舟唱晚》

这是近代古筝家娄树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根据古曲《归去
来辞》的素材加工改编而成的一首传统筝曲，表现了夕阳西
照、湖面歌声四起，满怀丰收喜悦的渔民，驾着片片白帆，
纷纷而归的动人画面。标题取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
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句。乐曲大体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用慢板奏出韵致悠扬而富于歌唱性的旋律，优美而
舒缓；乐曲的第二部分清跃欢快，通过复式递升递降的旋律
发展手法使旋律线循环往复、跌宕起伏。

手密切配合就能奏出音色美妙、韵味浓郁的音乐来。

3.歌曲《清晨》

这是一首曲调规整，旋律明快而又流畅的歌曲。2/4拍，宫调
式，三段体结构。歌曲的'第一部分由四个方整的乐句组成，
第一、第三乐句是旋律的重复，第二、第四乐句旋律相同只，
是在尾音上作了上移四度的变化，其句中插入的一小节间奏，
更使曲调轻快活泼，富有动感，它生动地表现了人们早起迎
着晨曦锻炼身体的情景。第二部分是歌曲的插入部，旋律优



美舒展，与前段形成了对比。歌曲通过了对春天的草原、绿
油油的秧苗、丛丛的山林等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景色的描绘，
不仅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也充分地表现了人们
只争朝夕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随后，歌曲在“d?s”反复后又
重复了第一部分的曲调，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4.歌曲《晚风》

夜莺一样快乐的歌唱。第三乐句完全重复了第二乐句的旋律。
把赞美、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得以进一步的抒发。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唱描绘中国晨景的歌曲《清晨》,体验音乐与自然的人
文性，激发对生活的热爱

2、通过欣赏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管弦乐《晨景》感受极为纯
朴，具有牧歌风格的音乐

教学内容：

歌曲《清晨》,聆听《晨景》

教学重难点：

1《清晨》因四段歌词太长，所以选择1、3、4段唱，第2段由
学生课后自己学唱。

2在教师的指导下学唱《清晨》第二乐段的曲调，重点是音准：
“441|664|3.1|5”中的大跳要唱准。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师生问好歌

二、歌曲《清晨》

1、导入：

和其它同学表演得一样。（选择性格活泼开朗，大方的同学。
时间控制在3分种以内）。

学生表演同学们表演得真不错，通过刚才的表演，同学们对
接下来的学习定会感到好奇，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音乐节奏，
去歌曲中的清晨感受吧！

2、带着问题完整的聆听一遍范唱

设问：歌曲表达的内容和我们心中所想象的清晨一样吗？歌
曲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3、跟着钢琴用“lu”哼唱歌曲（2遍）

4、朗诵一遍歌词（充分理解歌词的内涵。）

5、加上唱歌词歌唱《清晨》

这是一首校园歌曲，在演唱风格上要把握通俗朴素，要想说
话似的歌唱。唱好之后，注意处理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之间
的对比表现。第二乐句比第一乐句处理得稍强一点。

6、选择你认为合适的乐器给《清晨》伴奏

伴奏的节奏由表演者自由加进，但是一定要是具有美感和和
谐的音响。



三、欣赏格里格的管弦乐《晨景》

1、导入：

师：请问同学们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太阳都是同一时间升
起来的吗？

各国的晨景是否都是一样的呢？（同学讨论）教师做总结

音乐教学反思篇五

古筝独奏《渔舟唱晚》是近代古筝家娄树华在20世纪30年代
中期，根据古曲《归去来辞》的素材，加工改编而成的一首
传统筝曲。表现了夕阳西下、湖面歌声四起，满怀丰收喜悦
的渔民，驾着片片白帆，纷纷而归的动人画面。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民族乐器古筝，并激发他们的聆听
兴趣，我首先请学古筝的同学结合古筝的'图片，向同学们介
绍古筝的结构及演奏手法，接着聆听乐曲，让会弹奏古筝的
同学，继续担任小老师，上台跟着音乐，徒手模仿弹奏乐曲，
接下来让他们分别视唱两个主题旋律，请其他同学在黑板上
板书图形谱。接着集体跟着音乐模仿弹奏乐曲，当听到第二
个乐段出现时，让他们边模仿弹奏，边一起哼唱主题曲调，
进一步感受乐曲优美、舒缓、宁静、悠长的音乐风格及古筝
特有的音色。

为了让孩子们喜欢我们的民族音乐，聆听此曲后，又让他们
聆听了《高山流水》、《浏阳河》、《战台风》等古筝曲片
段，听后小组讨论谈感受，并说说自己还知道哪些民族乐器，
它们的模样、音色有什么不同。通过此活动，激发他们学习
民族音乐的兴趣，做个民族音乐传承的小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