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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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一

《打字机》是由美国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一首管弦乐作品。
这是一节音乐欣赏课。

美国作曲家、指挥家安德森（1908——1975）在办公室打字
的时候，听到打字机发出“嗒嗒嗒”的击键声以及换行
的“叮”声，这促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以打字机作为打击乐
器，写下了这首名为“打字机”的管弦乐曲。作品为三段体
（aba）结构，采用迅速的快板。a段主旋律不断作下行模进均
匀连续的八分音符用顿音奏出，灵活轻快。伴奏声部的打字
机则随音乐节奏发出急邃的击键声，连续3小节后在第4小节
重拍上出现满行预告铃声，继一个四分休止符，再响起倒回
机头的“咔嚓”声。b段转化为c大调，节奏放宽，并频频使用
强拍上的休止，与a段音乐的热烈气氛有所对比。但打字机急
促的击键声、铃声、倒机声仍不绝于耳，使人感受到工作者
着的人们紧张忙碌的心情以及娴熟自如操作打字机时代得意
神态。乐曲最后再现a段而告结束。

刚开始的教学设计，我在课堂中介绍的比重太大，以致学生
真正欣赏乐曲的时间少了，欣赏的深度不够了。经过几次的
试教对教案的反复修改最后终于成型。我先出示打字机的.一
系列图片然后进行简单的介绍。接着让孩子们听乐曲截取的
一小段，请他们说说听完后的感受，揭题《打字机》。然后
是分段欣赏，在分段欣赏的过程中带领学生用固定的节奏为
旋律伴奏，可是在这个环节中由于旋律速度快学生跟不上伴



奏乱七八糟，只好请他们跟着钢琴用较慢的速度来练习。伴
奏是合上了但是速度没有了，失去了那种韵味。后来采用教
师指挥、学生观察的办法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二

《打字机》是美国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管弦乐，它有着特的
魅力，乐曲在快速的旋律中用打字机作为打击乐器，诙谐有
趣，表现出办公室里人们紧张而愉快的工作情景。它深受人
们的喜爱。在这节课里，我表现出三大亮点：

亮点一：尊重教材，深挖教材，根椐新课标中“采用多种形
式引导学生参与音乐体验，培养聆听音乐的兴趣和习惯”等
要求，针对学生节奏感强的特点，设计了在乐曲中加入四种
打击乐器的伴奏，让学生参与式地聆听音乐。同时，我针对
学生唱谱较弱的特点，设计出图形谱，让学生边看边在体态
律动中哼唱旋律。

亮点二：紧紧围绕音乐审美核心来设计教学环节，运用达尔
克罗兹教学理论，使音乐要素的`训练变成环环相扣的游戏。
比如：当学生初听音乐时，先让他们自由律动感受音乐，虽
然表现粗糙，但可自然轻松地由音乐感转入运动感；然后我
请学生说出感受，再给学生提示，并与学生互动，让由运动
感返回到音乐感，更为生动地感受音乐；学生活跃起来了，
我引导学生将感知的东西上升为符号，顺带学习音乐知识与
技巧；最后我启发学生把掌握的知识技巧还原到音乐表现中，
将学生引领到音乐审美的更高层次。

亮点三：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能为
胆小害羞的学生提供表现机会，让全体学生都能积极参与音
乐实践。我十分尊重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他们大胆探索、
创新表现。特别是演奏乐器时，我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让学生自由探索打击乐器的演奏方式，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当学生在多层次合作演奏中陶醉时，当学生在“超大打字
机”中愉快“工作”时，当学生在有趣地表演“悠闲”时，
都挂掩饰不住内心的雀跃，流露出自然的满足感、成功感。

本课设计曾经多次参加异地教学，虽然学生能力不同，但都
成功地做到了师生共同分享音乐美感与兴趣的效果，广州教
研室朱则平老师和教科所许洪帅博士都给予很高评价。

通过这节课，让我进一步明白到今后可以通过竖笛教学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音准能力，将高年级的音乐课上得
更好。

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三

《打字机》是美国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管弦乐，它有着独特
的魅力，乐曲在快速的旋律中用打字机作为打击乐器，诙谐
有趣，表示出办公室里人们紧张而愉快的工作情景。它深受
人们的喜爱。在这节课里，我表示出三大亮点：

亮点一：尊重教材，深挖教材，根椐新课标中“采用多种形
式引导同学参与音乐体验，培养聆听音乐的兴趣和习惯”等
要求，针对同学节奏感强的特点，设计了在乐曲中加入四种
打击乐器的伴奏，让同学参与式地聆听音乐。同时，我针对
同学唱谱较弱的特点，设计出图形谱，让同学边看边在体态
律动中哼唱旋律。

亮点二：紧紧围绕音乐审美核心来设计教学环节，运用达尔
克罗兹教学理论，使音乐要素的训练变成环环相扣的游戏。
比方：当同学初听音乐时，先让他们自由律动感受音乐，虽
然表示粗糙，但可自然轻松地由音乐感转入运动感；然后我
请同学说出感受，再给同学提示，并与同学互动，让由运动
感返回到音乐感，更为生动地感受音乐；同学活跃起来了，
我引导同学将感知的东西上升为符号，顺带学习音乐知识与
技巧；最后我启发同学把掌握的知识技巧还原到音乐表示中，



将同学引领到音乐审美的更高层次。

亮点三：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同学，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能为
胆小害羞的同学提供表示机会，让全体同学都能积极参与音
乐实践。我十分尊重同学的发明精神，鼓励他们大胆探索、
创新表示。特别是演奏乐器时，我给同学自主学习的空间，
让同学自由探索打击乐器的演奏方式，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当同学在多层次合作演奏中陶醉时，当同学在“超大打字
机”中愉快“工作”时，当同学在有趣地扮演“悠闲”时，
都挂掩饰不住内心的雀跃，流露出自然的满足感、胜利感。

本课设计曾经多次参与异地教学，虽然同学能力不同，但都
胜利地做到了师生一起分享音乐美感与兴趣的效果，广州教
研室朱则平老师和中央教科所许洪帅博士都给予很高评价。

通过这节课，让我进一步明白到今后可以通过竖笛教学进一
步提高同学的识谱能力、音准能力，将高年级的音乐课上得
更好。

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篇四

《打字机》是美国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管弦乐，它有着特的
魅力，乐曲在快速的旋律中用打字机作为打击乐器，诙谐有
趣，表示出办公室里人们紧张而愉快的工作情景。它深受人
们的`喜爱。在这节课里，我表示出三大亮点：

亮点一：尊重教材，深挖教材，根椐新课标中“采用多种形
式引导同学参与音乐体验，培养聆听音乐的兴趣和习惯”等
要求，针对同学节奏感强的特点，设计了在乐曲中加入四种
打击乐器的伴奏，让同学参与式地聆听音乐。同时，我针对
同学唱谱较弱的特点，设计出图形谱，让同学边看边在体态
律动中哼唱旋律。

亮点二：紧紧围绕音乐审美核心来设计教学环节，运用达尔



克罗兹教学理论，使音乐要素的训练变成环环相扣的游戏。
比方：当同学初听音乐时，先让他们自由律动感受音乐，虽
然表示粗糙，但可自然轻松地由音乐感转入运动感；然后我
请同学说出感受，再给同学提示，并与同学互动，让由运动
感返回到音乐感，更为生动地感受音乐；同学活跃起来了，
我引导同学将感知的东西上升为符号，顺带学习音乐知识与
技巧；最后我启发同学把掌握的知识技巧还原到音乐表示中，
将同学引领到音乐审美的更高层次。

亮点三：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同学，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能为
胆小害羞的同学提供表示机会，让全体同学都能积极参与音
乐实践。我十分尊重同学的发明精神，鼓励他们大胆探索、
创新表示。特别是演奏乐器时，我给同学自主学习的空间，
让同学自由探索打击乐器的演奏方式，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当同学在多层次合作演奏中陶醉时，当同学在“超大打字
机”中愉快“工作”时，当同学在有趣地扮演“悠闲”时，
都挂掩饰不住内心的雀跃，流露出自然的满足感、胜利感。

本课设计曾经多次参与异地教学，虽然同学能力不同，但都
胜利地做到了师生一起分享音乐美感与兴趣的效果，广州教
研室朱则平老师和教科所许洪帅博士都给予很高评价。

通过这节课，让我进一步明白到今后可以通过竖笛教学进一
步提高同学的识谱能力、音准能力，将高年级的音乐课上得
更好。

打字机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五

《打字机》是人音版第八册中的欣赏曲。当我第一次聆听时
就被这首短小的乐曲吸引了，那富有动感的节奏，规律又不
乏变化的音色和音效，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打字机工作的
画面。回头细数才发现整首乐曲只有一分五十秒。为什么这
样一首短小的乐曲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怎样将这首短小的
乐曲贯穿整节课，并让学生深受感染呢?我想，这即是本节欣



赏课的教学起点，也是这节欣赏课的教学目标。

为达到目标，我将教学过程与方法紧紧围绕目标来设计，使
环节目标与课时目标一一对应、落实，并确定从整体到局部
再回到整体的欣赏思路。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本课首先
设计了“以趣引情”的导入。让学生在“音乐节奏大猜想”
的游戏中感受生活中的节奏和音乐的紧密联系，之后引入
《打字机》教学：“现在我们来欣赏一段也是取材于生活中
的动感节奏而创编的音乐，它又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它像是在表现什么呢？”学生在开门见山的问题下会直接进
入对乐曲的关注，并带着兴趣展开想象，创设自己的音乐情
境。让音乐的不确定性带给学生第一份快乐。接下来，带领
学生了解打字机发展史和创作背景，熟悉打字机的功能和特
点，为欣赏音乐做好相关知识的铺垫。与此同时，发挥多媒
体的功效，让学生对照着实物录像视听结合，这样不仅可以
加深对主题音乐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生动的视听内容可以
让学生真实地感悟到“音乐来源于生活”的道理，使学生的
兴趣不断升温。随后，教师围绕主题旋律展开一系列的问题，
进入“以情激趣”的初听全曲阶段：“打字机在操作中发出
了几种声音?打字的速度是怎样的?工作的效率如何?你能否从
音乐中感受到打字人的`心情?你能扮演成一位打字员，用动
作和表情来传达你的情感吗?”一连串的问题力求贴近情境主
题但不脱离音乐要素(节奏、速度、情感)，让学生初步感受
音乐形象，达到有“情”体验音乐的目的。

总之，本课整体的教学构想是将课时目标与整体教学目标形
成序列并展开，将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由浅到深、由易到
难、螺旋上升、不断推进，实现阶梯式发展，力求实现音乐
欣赏教学的总目标。在教学方式的运用上也努力把握形式与
内容的关系，使各种教学手段为教学内容服务。如：课堂教
学提问是教学的基本元素，也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有力的教学
手段。为此，在本课教学中，我始终把问题作为师生交流、
对话的载体，并把解决问题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预设
的每个或每组问题都力求音乐知识与审美体验完美结合，即



在体现趣味性、情境化的同时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和音乐要素，
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学习之中，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问
题思考中、在音乐任务执行中自然获取音乐相关的知识和能
力，并自主归纳、发现音乐的特点和魅力。当然，教学研究
没有尽头，在这里，更多的是将一节课作为一种载体和媒介，
架起研究者之间共同关注问题的桥梁，共同探究音乐教学之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