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篇一

我执教的是《摇船调》。该课选自人音版小学三年级音乐教
材下册第五课。这是一首流行在台湾的汉族人民中的问答歌，
是一首典型的猜调，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曲调优美，歌词
质朴而风趣，非常适合儿童学习、演唱、表演。在这课教学
中就非常重视教材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并结合三年级学生好
奇、好动、模仿力强等特点，注重感官体验，通过形象化的
语言、律动、绘画等手段，创设音乐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音乐新课标指出：音乐课程要以审美为核心，兴趣爱好为动
力，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体验，感受音乐的美。在试教课中，
我是这样设计的：首先是谈话导入，通过音乐活动体验加深
对歌曲旋律的熟悉与了解，然后加上节奏。从加入节奏到音
高，渐渐过渡到歌曲谜面部分，引导学生熟悉歌词。运用引
导、启发、探究的学习方式，结合已有的生活经验，充分调
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是音乐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一
块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化，会造成学生死记硬背而
产生心理负担；反之则不利于学生音乐知识的掌握与巩固。
老师上的枯燥，学生学的无味。在这节课中我仔细研究了曲
谱，从节奏、音高的特点入手，运用了形象化地手段，让学
生在轻松地氛围中自然接受了理论知识。

例如：引导学生通过摇船律动的动作，解决本课的节奏难点。
“复习反复跳跃记号”这一环，我也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它的



含义，而是通过演唱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而解决问题。

分析三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我设计了形象化地教学语言，
将歌曲中节奏、音高等难点的讲解，结合到歌曲情境中。比
如︱x x﹒︱这个附点切分节奏，通过律动做划船的动作，来让
学生感受“推出去”的感觉；特别是“在眼前哪？”这句，
在歌曲中出现两次，且两次节奏不同，学生极易混淆。试教
的时候，我采用的是反复范唱、学唱的手法，虽然学生最后
掌握了，但是给学生的感觉就是一种枯燥的任务。在二次修
改时，我更多从学生角度考虑，用语言将难点直观化、形象
化，用不用的摇船动作来区分两个节奏，学生学唱两遍之后，
就基本掌握了，()而且学得很有趣。在解决四句“圆圆”音
高的时候，则根据其旋律走向特点，生动化，学生易懂，又
觉得好玩，而且便于记忆。

。新课程提倡各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要求教师能恰
当合理的使用多种媒体，丰富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在
两次试教的时候，我分别选择的是《刘三姐》和《猜调》，
前者主要考虑到其歌词形式与本课有很多相似之处，一问一
答的对歌演唱方式比较明显；而后者主要是从音乐风格速度、
力度等多种音乐表现形式上来考虑的，在综合对比试教中学
生的反应之后，我还是节选了三个不同版本的《猜调》的对
歌片段，通过引导、启发、探究，强化了学生对“对歌”这
种演唱形式的了解，在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
的艺术审美能力，并且丰富了学生的演唱形式，更加多样化！

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篇二

在音乐教学中,音乐欣赏课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所以我非常重视每一节欣赏课的教学。

是四年级“学戏曲”单元中的一首欣赏曲，音乐是一首根据
京剧唱腔西皮流水改编的民乐合奏曲，表达了欢快喜悦的心
情。在欣赏教学中,由于学生对戏剧、交响乐等音乐作品的接



触比较少，所以有的学生对音乐作品感兴趣,喜欢听,有的就
不喜欢表现出厌烦情绪,这样一来,音乐欣赏课就收不到预期
的效果。这时我重点从“导”入手，把学生导进音乐中去，
让他对这音乐感兴趣。我说“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在你们的
爷爷奶奶那一代之前，大人小孩都非常爱看京剧，就像我们
现在爱看电视一样，不知你注意到没，他们那代人，现在有
的还很爱看，有的还能唱上几句，孩子们让我们静下心来，
陪爷爷奶奶在听一会京调……”孩子们开始用心倾听了，虽
然学生很难完全理解音乐内涵，但只要能感受到乐曲表达了
欢快喜悦的心情就够了。

接下来我又播放了下载的乐队演奏的《京调》民乐合奏曲，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乐曲是怎样用民乐合奏来演奏表现的。

再教设计：

1、在分段细听时，歌谱不需要熟练演唱，太费时间。只要在
听赏时能听辩出来就行了。

2、要求学生对各段的旋律、音色、力度、速度等进行对比，
说出每段不同的情感及风格特点，并说出想像中的音乐形象，
也尽可能的听听音乐中所用到的乐器。

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篇三

对于本课我的定位是，让学生喜欢我们的国粹京剧，愿意去
更多的了解它，形成一种意识去发扬它。现在的学生对于戏
曲都抱有一种不喜欢听，不愿意听，认为是一种老气横秋，
不时尚的艺术，不了解它魅力，不知道它的艺术价值，所以
在课堂上我利用各种手段去激起同学们的'兴趣与好奇心。

首先心京剧腔调向同学们问好，引起学生的好玩心性，接着
京剧小知识的学习当中，先让学生回家查资料，在课堂展示
所查成果。每一个环节的学习过程都用不同的形式来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老师对四个行当生旦净丑的每个知识点进行稍
微深入的介绍，并在介绍过程中加入影音资料，直接冲击感
官。而在京剧的四种表演形式学习当中，让学生对京剧的四
种表演形式作直接的体验，有模仿，有想象，有创造，各方
面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求知欲与
好奇心。

将本课的带京韵性质的歌曲溶入到各个环节中，比如课前听
这首歌曲进课堂，后面学习京剧演员走圆场体验，也是用这
首曲子作背景，让学生熟悉旋律。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舞蹈强
项，将各个环节溶入京剧表演，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去感染学
生。这堂课的重难点是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各项活动，课堂
过程中在这点上略显欠缺，可能是由于公开课，学生过于注
重课堂纪律，而掩饰了原本的活泼个性，也与老师本身激情
不足有关，也提醒我在以后的课堂中更要提升教学业激情，
带学生一起溶入课堂。

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篇四

《京调》是根据京剧音乐的典型音调编写而成的经典作品，
通过聆听，而学唱歌曲《京调》则是根据这首经典曲目的主
题音乐填词而成。歌曲虽然短小精炼，京剧的行当、脸谱、
表演形式以及乐队伴奏形式等相关知识，都蕴含在歌词中，
在富有浓郁京剧韵味中传递着京剧艺术文化。

五年级的学生经过五年音乐课的学习，已经具备了较为基本
的音乐欣赏、描述以及表现的能力。同时，音乐知识的学习，
参与一定量的音乐实践活动，都为戏曲风格歌曲的学习奠定
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京剧是戏曲艺术的代表，但由于五年级
学生平时对曲艺接触较少，为了发扬国粹艺术，故选择的这
一课。同时，我个人也会京胡演奏，可以为这节课加上精彩
亮点。

在刚开始设计本课时，把《京调》当作歌曲去教学，发现课



堂效果并不好，没有做到让学生把《京调》的味道唱出来。

京剧知识的复习回顾也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经过组内老
师的反复听课与讨论，将环节流程简化，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导入部分教师京胡自拉自唱《京调》弹道直入，开门见山。
在三遍聆听中加入板眼知识讲解和京剧知识复习回顾，内容
更充实。在歌曲教学中，巧妙运用“beng”音模唱旋律，掌握
难点。休止符处采用小脸谱代替，形象生动，帮助学生唱好
休止符的乐句。最后教师京胡伴奏学生完整表演。但作为一
节公开课，要有出彩的'亮点，仅仅是完成教学目标是不够的。
于是在组内老师的指点下，加入了《苏三起解》唱段欣赏，
引入西皮流水知识，丰富课堂内容，加入小组表演与评价，
在最后完整表演时，女生加上丝巾作为道具，男生结尾模仿
张飞的笑声，把课堂气氛烘托起来。

通过准备这节课，我明白了自己的教学方法还不够多样，还
有许多要向前辈老师学习的地方，明白了要把较好的完成教
学目标作为重点，教学评要一致性。当然这节课还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比如在教学方法上还值得探讨，要多关注到学生，
评价语要丰富，等等。而我感触更深的是，我明白的集体的
力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一群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感谢所有在这节课上指点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们，我会继续
努力前行！

斑鸠调教学反思音乐篇五

在选材时考虑到小学生对戏曲艺术知之甚少，要从兴趣上入
手。因而所选的教学内容不能过多、过深、过于专业化，应
是最基本的，最能为学生接受的一些常识，在欣赏的剧目方
面，也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选段，在设计时做到选材
的“化繁为简”；其次，各种材料的搜集也须全面有代表性
又具备美感。

课前，分组让学生根据教学内容搜集和创作各种视频或图片，



以及京剧相关资料，让学生通过自主的学习和探究，积极参
与表现来走进京剧，了解京剧，从而有效地使学生体会到京
剧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兴趣，增强
热爱民族艺术的热爱之情。

课中，尽可能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让
学生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展示点评。如京剧的起源、京剧
的行当、京剧的艺术手段和京剧脸谱文化等，知识体验的过
程使学生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兴趣，
增强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