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 新疆是个好地方
音乐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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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篇一

铁干里克镇各族干部群众600多人在各村(社区)学习室共同收
看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型电视成就片《新疆是个好地方》，
引起该镇各族干部群众热议。纷纷表示，该片说身边事、讲
感恩情、聚民众心，反映了美好新疆的精神面貌，我们新疆
真的是个好地方。

“60个春夏秋冬，我们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农
民的日子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一天比一天滋润，我们新疆真
是个好地方，我为我是新疆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电视机前
的朵学武边看边说。

据悉，大型电视成就片《新疆是个好地方》是自治区成立60
周年大庆系列活动之一，片长16集，将于9月16日22点15分在
新疆卫视每天播出一集，22点40分在维吾尔语新闻频道和哈
萨克语新闻频道每天译播一集。

收看结束后，70多岁的老人阿布都艾尼•卡斯木激动的
说：“自治区成立60周年，是我们新疆人共同的节日，我作
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见证了新疆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
发生的巨大变化，《新疆是个好地方》这部成就片太好看了，
明天我要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村委会收看，让他们懂得珍惜
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铁干里克镇党委书记王毅说：“观看了《新疆是个好地方》
这部成就片，我深深地感受到新疆这60年是辉煌的60年，是
成功的60年，是一曲撼动人心、波澜壮阔的壮丽乐章，是一
部奋力拼搏、团结共进、锐意进取的和谐诗篇。我为新疆60
年来的辉煌巨变感到自豪和骄傲。”

《新疆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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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篇二

医务科xxx主任安排科室人员11名在各自家中收看了自治区成
立60周年大型电视成就片《新疆是个好地方》，并于10月5日
在办公室进行了观后座谈。大家纷纷表示，该片说身边事、
讲感恩情、聚民众心，反映了美好新疆的精神面貌，我们新
疆真的是个好地方。

《新疆是个好地方》摄制历时一年，该片紧紧围绕自治区成
立60年来，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各个领域
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主题，系统介绍了60年来新疆大地发生
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该片用小切口展示大主题，注重运用故事化的叙述方式，说
身边事、讲感恩情、聚民众心，最大程度唤起观众的集体记
忆和情感共鸣，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疆的伟大实
践，充分展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实践，充
分展示党中央对新疆的特殊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援
疆省市的无私奉献，充分展示新疆2300万各族人民发挥主体
作用、建设美好新疆的精神面貌。该片主题鲜明突出，内容
丰富精炼，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对进一步
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具有深远意义。

在今后的工作中，医务科全体工作人员会继续发挥余热，学
习好、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引导身边的群众坚定永远跟党
走的信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国家的恩情。”

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篇三

本节课我以培养和激发学生兴趣爱好为基本理念，把握教学
切入点，从而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一、以新疆音乐文化为主线，组织整个教学内容。在教学中，
从欣赏新疆舞、介绍新疆风光开始，引入歌曲的学唱，创设
体现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活动，在实践、体验、领悟等学习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在获得审
美体验的同时，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不断开拓艺术视
野。在教学中，我注重以音韵的美和浓厚的新疆文化底蕴激
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引导学生参与音乐、实践音乐、体
验音乐并即兴表现音乐。例如：让学生运用肢体语言，把内
心感受与外部行动相统一，全身心地投入音乐活动之中。在
活动中，孩子们生动的表演、洋溢的笑容，我想每个孩子一
定都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感染到新疆民族音乐的无限魅力。

二、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抓住重点，分散难点。由于在上本



节课之前，学生对于新疆了解甚少，对歌曲中出现的'“阿勒
泰”、“吐鲁番”地名景区都不理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
演示以及老师个人的舞蹈表演，自然而然地使学生认识、理
解，从而使学生获得审美情感的体验与满足。在学唱歌曲的
环节中，我运用多种形式反复聆听歌曲，每次听、唱的角度、
重点以及对学生都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因此学生不会觉得枯
燥，在潜移默化中轻松地学会了歌曲。

总之，本课是师生在双向交流互动的、活泼的、和谐的、愉
快的课堂气氛中学会歌曲，学会表现。从而更加喜欢上音乐
课。

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篇四

在我备《中国美食》一课时，就预设到学生会对本课非常感
兴趣。今日上课之前，就感受到了学生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学
习热情。看图读词语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盯
着黑板，嘴里还发出啧啧声。

学生举例说自己最喜欢吃的美食时，一个孩子一口气说了好
几种菜名。

平时上课爱做小动作的孩子，今天积极举手发言，巴不得次
次叫到他。

在学习中，学生通过赏美食、说美食、菜名识字几个环节展
开，引导学生欣赏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
明和智慧，培养民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
大精深，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作为老师，我在备课的时候，也有了收获，“凉拌菠菜、香
煎豆腐、红烧茄子、烤鸭、水煮鱼、葱爆羊肉、小鸡炖蘑菇、
蒸饺、炸酱面、蛋炒饭”，这些菜名中，就有烹饪的方
法“拌、煎、烧、烤、煮、爆、炖、蒸、炸、炒”十种。中



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光是一些美食名称的由来，还有
更多的内容在里面，怎样能让学生了解的更多，除了教师的'
讲解以外，还能用其他形式来呈现，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因此，今后教学时，课前一定要准备充分，多角度的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疆饮食文化教学设计篇五

《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人音版第四册第十课的一首新疆儿童
歌曲。歌曲的旋律活泼、明快，充满活力的舞蹈性节奏贯穿
全曲。歌曲以生动的歌词，历数美丽的新疆风光和富饶的物
产与宝藏，抒发了新疆人民热爱家乡、赞美家乡的真挚情感。

这节课我主要是以教唱为主，首先用学生都熟悉的小童星阿
尔法的演唱视频作为导入，在欢快的歌声中引出《新疆是个
好地方》这首歌曲的节奏型，然后通过学习这些节奏型又转
移到一条新疆风格的练声曲，从中贯穿的课件使这首歌更好
的让学生认识新疆的资源特产，学唱中问答的形式大大降低
了歌曲的难度，最后用较少的时间互动让课堂在音乐声中结
束课堂。细想这堂课，也有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自身的教态需要改进，从和师生问好的时候就要给学生以
亲切感，在第一时间让学生喜欢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应
让自己富有感染力，这样才能让学生跟着自己的思维走。

2、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关注学生，有些同学注意力
不集中或者搞小动作，没有及时的纠正。上课只顾自己一个
劲的讲，缺少和学生的互动交流。

3、在教唱的过程中，应该更加严密，语言的组织要加强，学
生的气氛有点沉，需要加强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