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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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的设计我是从通过欣赏色彩图片、欣赏散文诗激发孩
子学习热情，用承上启下的过渡语揭示课题，唤起孩子们对
音乐歌曲学习的渴望；并让学生说说对祖国的了解，激发学
生的爱国思想。

而这首歌的曲调生动流畅表达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建
设，反映出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但由于歌曲的高潮部分音
域的关系，导致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很难掌握高音的演唱，
所以我让学生充分体会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把这种情绪
带进歌曲演唱中去，并指导学生唱好本课的最高音，这样学
生就能轻松唱好难点，但又出现了音准等问题。我对自己的
这节音乐课作如下反思：

音乐性的表现要以音乐为主，在我的教学中说的过多，要求
学生的过多。教师要引领学生投入音乐，在音乐中体会歌曲
的内涵，情感，并且以学生多体验音乐、参与音乐活动为好。

音乐课中要培养学生听唱的能力。摆脱教师唱一句，学生唱
一句，通过多听范唱，反复听，逐步培养学生听旋律模唱的
能力。因此，教师要在这一方面着力培养学生听一乐句，学
生模唱一乐句。调整教学方法后，我在另外班上是这样循序
渐进的：初听感受情绪，复听熟悉歌词，再听解决知识点，
找相似乐句的环节为本课的难点之一，由于学生识谱能力有



限，先用琴弹奏然后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自己先在歌曲中
找答案，然后利用多媒体图片和手画旋律线形式，给学生初
步的旋律上行、下行感受，孩子易于接受。运用多媒体给学
生整体的歌曲感受，调动积极性。通过读词、唱词，更深层
次的体会旋律的优美与强烈的爱国情感激发，教师的范唱拉
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寓教于乐，师生律动表现歌曲，孩子们
完全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

全体学生参与音乐活动，用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
热爱之情，个别学生的上台表演，再加上与其他孩子的互动
配合，教师适时的评价与鼓励，完全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课的尾声加入了环保的倡导，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生成孩子
优良的环保品德，号召力更强。最后学生全体起立激情的演唱
《彩色的中国》意犹未尽。

课堂中追求的不再是教师授课的完美，教师更看重学生感受
的体验，我把学生感受放在第一位，音乐课成为学生真正喜
欢的课，学生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学生喜欢这样的课，收获
知识的同时师生共同收获了快乐。课堂的方式改变，不再是
教师教学生，而是一种平等的学习方式，也是一种综合性的
体验创作学习，相信许多学生在活动中得到了锻炼，课堂为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获得了相关的品质启发。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篇二

《彩色的中国》是一首相对较为复杂的歌曲，要想在一节课
内教会学生演唱这首歌，有一定难度，在细节上不能抠得太
多，应该从整体上感受歌曲。

难点的解决上，采用画旋律线的方法，将歌曲的主要部分用
线条表示出来，通过画旋律线，使学生熟悉了音调。解决了
歌曲的主要部分之后，歌曲学习变得轻松起来，在感情和力
度上稍作提示，学生就唱得相当不错了。



本节课的音乐情感体验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上，从我自己的
二胡演奏，到《国家》的手语学习，再到全体起立演唱《国
歌》，浓浓的爱国情贯穿始终，学生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
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寓教于乐（“乐”）。

整节课体现了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是感情的艺术两个基
本原则，学生不但得到了审美熏陶，也使自己的感情得到了
升华。 需改进的地方：

1、唱歌教学应加入朗读歌词的环节，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歌曲
的内容。

2、手语学习环节压缩成一段，可以保证准时下课。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篇三

《彩色的中国》是一首优美抒情的少年歌曲。词作者巧妙地
使用了少年打开地图册时所产生的联想这一题材，寥寥几笔，
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曲作者采用了大调式，3/4拍的
创作手法赋予歌曲欢快、优美之感，好似孩子们在边唱边跳，
亲切地表达着热爱祖国河山的幸福情感。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在教学中，我对歌曲所唱的
轻、重、缓、急要求的非常严格，情感也要求非常到位，从
第一乐句声音的轻柔、到第二、三乐句情绪不断地投入、音
量的逐渐加强，到第四乐句最后的加强为第二部分合唱的情
绪做好铺垫。第二部分合唱部分，我要求学生情绪、情感要
完全爆发出来（在音量上稍微控制一些），同时注重轻重缓
急的处理。

可能是初中生有点刻意回避表现，可能是部分男生到了换声
期，也可能是学生的歌唱状态没有完全调动起来，总之整个
课堂的效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所以我在随后的教学课堂中
加入了歌唱的基本要求和歌唱的基本姿势讲解和训练，以及



假声的运用，在随后的教学中，虽然有些学生没有做到我的
要求，但是大部分学生能够有感情地演唱《彩色的中国》。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注重学生音乐课堂行为习惯的培养，让
学生能够逐渐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是七年级同学上初中以来的第一节课，通过课堂多种
方法的教学，重点内容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三拍子及
运用完成的不错，同学们掌握情况良好。

但是通过课堂实践也反映出了学生的乐理基础确实不好，如：
我在教学生聆听歌曲划出停顿的地方并说出有几处，有些学
生不会找，有些学生只找出个别的休止符，有些学生找出一
些但不会表达；还有我在讲四分、八分休止符时对照相应的
音符，我问到学生有没有知道的，只有个别同学知道，大多
数同学不认识等等问题我在写教学设计中没有想到。

所以，通过第一节课的实践，我也了解了我们学生的基础，
要让学生在识读乐谱等方面有所提高并发展，就必须在以后
的每一节课中有乐理视唱的专项练习，再在音乐作品中点滴
渗透，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单凭一节两节课是无法提
高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注重学生音乐课堂行为习惯的培
养，让学生能够逐渐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篇五

这首歌曲的歌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表达对祖国山河与中华文
化的热爱。曲调生动流畅表达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建
设，但由于歌曲的高潮部分音域的关系，导致在五(3)班上课
的时候，学生很难掌握高音的演唱，所以我让学生充分体会
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把这种情绪带进歌曲演唱中去，并
指导学生唱好本课的最高音，这样学生就能轻松唱好难点，



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五(2)班中见出现，反而是出现了音准等
问题，尤其是“那里住着台湾的小哥哥”重复句的不同，学
生始终不能掌握，我只能通过反复哼唱旋律让学生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