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 咏鹅歌曲教
学反思(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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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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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咏鹅》这篇课文之前，我事先在班上了解到：不少学
生已经会背这首诗了（学前班教过），所以本课教学我把重
点放在：引导学生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感悟诗情诗景，认识6
个生字和会写3个生字“白、向、毛”。在导入新课时，我出
示图片（一幅美丽的白鹅戏水图），引导学生认真观察，这
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生甲：这是一只白白的鹅；生乙：这
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鹅……）接着，我声情并茂地为学生讲述
了骆宾王七岁写诗《咏鹅》的故事，由于听的是同年龄孩子
的故事，学生个个听得入了神，由此导入新课，孩子们的注
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课堂的气氛比较活跃。

在引导学生通过读领略诗的意境时，我放手让学生自读，接
着同桌互读（会读的教不会读的/都会读的比比谁读得最有感
情）、指名读、师生接力读……在多种方式的读中感悟诗意，
而没有作过多的讲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特别是让
学生加入自己喜欢的动作读，形象地再现了诗情诗景，在读
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学生对大白鹅的喜爱之情，并渗透了人与
动物关系密不可分、亲切自然的教育。

在写字环节，新出现的两个笔画是一个难点，只有掌握了这
两个笔画，才能更好地掌握“白、向、毛”三个生字，为此，
我加强了示范指导，先是教师亲自示范，后是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互帮互学，以优带差，人人争当“小老师”。虽然在语



文课程标准中没有强调一定要掌握笔画笔顺，但对于“笔画
笔顺”这一千百年来人们写字时约定俗成的东西，我想，让
学生掌握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对于基
础较差、反应较慢的学生慢慢来，潜然默化。不能挫伤孩子
的积极性，要保护孩子能学好的自信心。批改作业时，看着
那工工整整的一笔一画，看着那整整齐齐的一行行字，我禁
不住欣慰地笑了，瞧！这是一群多认真的孩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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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咏鹅》这篇古诗之前，我事先在班上了解到：不少学
生已经会背这首诗了，所以本课教学我把重点放在：引导学
生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感悟诗情诗景，认识6个生字。在导入
新课时，猜谜语是低年级学生最喜欢的语文活动，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再我出示图片（一幅美丽的白鹅戏水图），
引导学生认真观察，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生甲：这是一
只白白的鹅；生乙：这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鹅……）接着，我
声情并茂地为学生讲述了骆宾王七岁写诗《咏鹅》的故事，
由于听的是同年龄孩子的故事，学生个个听得入了神，由此
导入新课，孩子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课堂的气氛
比较活跃。

在引导学生通过读领略诗的意境时，我放手让学生自读，接
着同桌互读（会读的教不会读的/都会读的比比谁读得最有感
情）、指名读、师生接力读……在多种方式的读中感悟诗意，
而没有作过多的讲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特别是让
学生加入自己喜欢的动作读，形象地再现了诗情诗景，在读
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学生对大白鹅的喜爱之情，并渗透了人与
动物关系密不可分、亲切自然的教育。

在识字环节，我加强了示范指导，先是教师亲自示范，后是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学，以优带差，人人争当“小老



师”。瞧！这是一群多认真的孩子呀！

在学生读一读，说一说，唱一唱，画一画的整个学习活动中，
时时体现出学生自主的实践活动。伴随着学生的活动，老师
适时调控，使学生的身心始终处在高度兴奋和激动之中。

可能是一年级的学生比较活跃，课堂气氛看上很好，还是有
个别学生在玩，没有学到知识。还有就是我太关注自己了，
有时对学生的表现没有关注到。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大多数学生能较好地演唱歌曲,并感受到了蒙古族歌曲
的韵味和旋律特点，教师由浅入深地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
和理解能力。本单元是让学生知道蒙古族，乐于主动了解蒙
古族文化，喜欢蒙古族的音乐。在本节课的内容上，我选择
了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导入。

这听这首歌曲时，让学生听蒙古族人民是怎样赞美草原的，
学生可以根据歌词的内容，让学生感受歌曲的情绪、表达的
情感，歌曲情绪悠扬、抒情，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意气风发的
精神面貌及对幸福生活无比赞美的欢乐心情。学生对蒙古族
音乐的风格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学习歌曲环节中，通过多次的聆听——感受——表现，进
而学会歌曲。第一遍聆听，让生感受这首歌曲的旋律特点，
感受歌曲的旋律起伏的特点，在引导学生演唱时，要注意引
导学生的呼吸，尤其是一字多音处的大跳音程，这也是歌曲
的难点处，教师要用手势带唱，为了更好地体会蒙古族歌曲
的特点，再次范唱，让学生听一听，歌曲的哪些地方民族风
味特别浓，在师生的共同探讨中，学生会说出如一音多字的
运用，旋律中的大跳，及装饰音的加入等为歌曲增添了浓郁
的民族风味。这也是把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有机
地渗透在歌曲的教学中。大多数学生能较好地演唱歌曲，并



感受到了蒙古族歌曲的韵味和旋律特点，教师由浅入深地培
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本节课的不足：首先，教师对歌曲的难点处预设不够，如：
大跳、倚音等。虽然只有短短的

三、四句，但歌曲气息不容易把握，切分音及一字多音处的
演唱还有部分同学唱不准。其次，教师的讲解过多，没有给
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在教学环节中，有拽着学生学习的痕
迹。相对七年级的学生来说主动性不强。还应在课堂中设置
课堂拓展活动，是课堂知识再次升华。在今后的教学中，教
师要更充分地备好课，做好预设。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四

身穿一件白袍子，脚蹬一双红鞋子，唱着歌儿伸脖子。”学
生一下就猜出了答案，于是我出示图片（一幅美丽的白鹅戏
水图），引导学生认真观察，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生甲：
这是一只白白的鹅；生乙：这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鹅??）接着，
我声情并茂地为学生讲述了骆宾王七岁写诗《咏鹅》的故事，
由于听的是同年龄孩子的故事，学生个个听得入了神，由此
导入新课，孩子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课堂的气氛
比较活跃。

在引导学生通过读领略诗的意境时，我放手让学生自读，再
来是通过与各个诗句相对的图片来逐句对照解释诗文，让学
生更容易地理解古诗的孩子。在课件中，还用与“白，绿，
红”相应的颜色批注，引起学生的注意。形象地再现了诗情
诗景，在欣赏图片与阅读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学生对大白鹅的
喜爱之情，并渗透了人与动物关系密不可分、亲切自然的教
育。

孩子们对生字的掌握情况，就就当场练练孩子们，请孩子们
为这些生字宝宝找好朋友，进行词汇的积累。他们大多还是



很厉害的。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是一节音乐综合课，它包括配画、读诗、唱歌、律动几
部分内容。这一课我整体的教学思路是以“鹅”作为主题情
境和主线，以学生为主体，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教学活动环
环相扣，让学生在看、听、唱、演的过程中感受音乐，表现
音乐，体验音乐活动带来的愉悦感受，教学设计新颖又有特
色。学生在玩乐中学习，并能自信的.参与歌曲的表现。本课
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第二乐段的开头比第一乐段提高了5度，学生演唱时容易跑调，
通过多次试教以后，在两乐段之间的念白处，用充满惊喜与
激情的情绪表现念白，使学生的整体情绪上扬，音准的难点
迎刃而解。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六

《咏鹅》是一首古诗吟唱歌曲。我整体的教学思路是
以“鹅”作为本课的主题情境和主线，设计环环相扣的教学
活动，让学生在看、听、想、说、画、演的过程中感受音乐，
表现音乐，体验音乐。

一首好诗本身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学习积极健康的古诗，
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而且可以使学生受到美的熏
陶。引导学生通过欣赏古诗的语言美，学唱歌曲的旋律美去
认识其中表达的意境美，进而体验到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这对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大有
好处。《咏鹅》就是是湘教版四册第十课两首中的一首。上
完这课我感觉上的很成功。

1、创设情境。让学生配乐进行诗朗诵，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导入新课。促使学生动脑动口，主动参



与，有利于帮助学生去理解和感受古诗词的能力培养。

2、学唱歌曲并进行表演。在学会歌曲的基础上让孩子们上讲
台前自由表演，并发给学生头饰以助演，即激发了学生的上
台欲望又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近一步体会到了《咏鹅》着首歌
的意境。

3、感受绘画。让学生既能在吟诵古诗词的基础上声情并茂地
歌唱古诗，并根据自己的感受以诗配画，以画配诗巧妙的进
行学科综合，这既是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又使人感到画
中有诗，诗中有画，为学生的学习领域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
空间。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较好的掌握了教学内容，课堂气氛良。

歌曲中国人教学反思篇七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用富有感情的、优美和谐的声音演唱，激
发学生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围绕教学目标，我精心设计
了教案，并进行了教学实践。我觉得上好这一课需要解决如
下这些问题：

a、如何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我觉得应该好
好地加以思考，第一节课时，我首先让学生说说中国日新月
异的变化，说出自己的感受，学生发言踊跃，但总觉得不够
深入，如果能播放一些vcd画面（表现祖国繁荣强大的场面）
就更能从内心激发起学生的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b、第一环节激发感情后如何过渡到本课的教学需要斟酌，可
否用“看到这样的场面，你想对自己的祖国说些什么？作为
一个中国人你感到怎么样？”来过渡更好一点，原来直接过
渡到课题“中国、中国我爱你”显得太突然。

c、在学习歌曲第一环节让学生欣赏时，问题应该简化一下，



就问：“这首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就可以了，问题太多
学生无法深层思考。

d、分析旋律可放在教师弹奏歌曲时提问：“这首歌曲可分为
几个乐段，每个乐段的旋律有什么特点？或每个乐段可分为
几个乐句，乐句与乐句比较一下有何关系？”引导出旋律的
节奏，音高相同和相似。

e、难点让学生在唱歌词时自己发现，
如“野”“光”“窝”“梦”的一字多音，“字”的高音到
低音的过渡，然后教师通过范唱和跟节奏念词来解决。

f、在合唱训练时可先让一部分学生唱词，一部分用母音“la”伴
唱低声部，对一些音程可单独挖出来让学生先听音程再唱。

g、在完整演唱歌曲的基础上，可以让学生聆听老师深情地朗
诵，体会出丰富的情感：自豪感、感激等，在理解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去演唱。

h、歌曲学完以后可作两个拓展，一是从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方面，如让学生创编歌词，体会当作词家的快乐；二是从情
感上进一步拓展，找共鸣。如还有哪些表现爱国之情的歌曲。
《红旗飘飘》、《五星红旗》、《我爱你，中国》。这样既
可锻炼能力又可激发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