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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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前些日子，我们组的组长蔡老师外出听课回来，带回了一信
息，“高校课堂，向40分钟要质量，这一信息得到了我们组
蹲点的领导刘校长的赞同，她说特别是对高年级学生而言尤
为重要。于是，在学校组织的赛课中，我们组的几位老师，
都是在一节课内完成一篇课文都形成了一股惯例。

我个人认为，长文短教的利大于弊，就拿我执教的《梅花魂》
一文而言，这篇课文是以梅花为线索，由故乡梅花的开放引
出了对挚爱梅花的外祖父往事的回忆，外祖父挚爱梅花，其
实就是借梅花的特点在说人，所以外祖父说的那番话，就是
文章的主要内容。教学这课，把外祖父的这番话弄懂了，我
想文章的主心骨就抓住了，而这抓主心骨的教学方法恰好是
前面所谈的高校课堂的表现所在，用牵一发而动前身的教学
方法教学，既节省了时间，又给学生留下对课文的完整印象。
这就是我认为利大于弊的原因之一。其二就是，在一节课内
完成一课书的教学任务，自然环节紧凑多了，对学生来说，
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开小差了。其三就是，作为六年级的学
生，他完全有能力自学了，对于哪些字词的学习，可以在课
外自主完成，至于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我想，只要学生有这
方面的意识就行，能否读得没关系，只起个为学习课文作铺
垫的作用。另外就是你把学习任务教给学生，学生们觉得这
是老师对他的信任（至少是大多数学生这么认为），就会好



好准备，以便在课堂上露一手，对于老师来说是给了他一块
展示自己的平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就他的弊而言，主要是指课堂上学生读书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对于对文本不熟悉的学生而言，更为吃力些，那么成绩的凸
显也就会形成鲜明的反差，好的将会越来越优秀，差的就会
越来越差。另外就是对于哪些细节之处，也就是老师没有咀
嚼到的内容，哪些没有预习或是基础较差的同学就会带来学
习上的困惑。

针对这节课的教学，我个人认为好是挺满意的，第一我对文
本的解读还是很到位的，该抓的都抓到了，重点突出，详略
得当。课堂的线条也十分清晰，一条是悟梅花的魂，另一条
是思念家乡情（爱国情）。特别是对外祖父的一番话的采用
了分层学习的方法，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突出了重点
段的教学。再就是学生的思路很好，他们所回答的问题观点
分明，运用我们平时阅读的方法把自己读懂的内容给大家交
流，所表达的语言有一定的深度，流露出来的是一名高年级
学生身上所具备的素养，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也说明了我
们的这一年多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当然，这节课也还存在着不足，由于内容较多，整节课觉得
有点赶，再就是由于在分析第二件事时所用的时间有点过量，
导致我觉得时间不够而有点慌乱，所以在分析重点段时没有
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学生们也存在着两个原因，这节课屡次
说上都因种种原因没有上成，他们的兴致也荡然无存了，加
上是星期一的第三节，孩子们还沉浸在周末的氛围之中。这
点我自己也有同感。另外就是他们也没想到听课的老师有这
多，我只是说了我们组的老师要来听，所以他们也没做好思
想准备，课堂上显得有些拘谨。没有平时发挥得好。学生身
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我身上。



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本文的人文内涵丰富，而作为语文课文的教学，我尽量挖掘其
“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因素。

我读文以后，认为开头描写梅的`“冷艳”“幽芳”的两个词
不仅是梅的特点，更是梅花精神：孤独而独树一帜，淡雅而
无时不有；又是外祖父的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挥之不去，
刻骨铭心的爱国之心的写照。我试图以这两个词语为贯穿研
读。

文章开头是由物及人。我试图通过抓住“冷艳”“幽
芳”、“又”“总”两组词：让学生感悟梅与人的关联，从
而为下文的“借物喻人”特点的学习作铺垫。

三次“落泪”的研读：

第一次落泪，我除了抓住三句古诗的解读，更试图想通过引
读、词“冰冷”的品味感受外祖父的“默默而又是那样浓烈；
又如梅花的“缕缕幽芳”，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挥之不去，
刻骨铭心”的乡愁。

试图通过写法上的比较，让阅读教学与作文指导有理性的连
接，是三次研读之后顺接的写法的运用。

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本文是一篇寓意十分深刻的文章，课文记叙了身在异国的老
华侨对梅花的喜爱，反映了他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深深的热
爱，表露了一位华侨老人的中国心。文章的篇幅比较长，体
会华侨老人眷恋祖国的情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课题是《梅花魂》，我首先问学生课题《梅花魂》从字面上
明白是什么意思，学生回答是梅花的精神。这时我在课题魂



字的底下批注精神二字，我紧之后问:”课文哪个自然段向我
们说了梅花的精神“学生很快的找到了是课文的第十三自然
段。我让学生品读思考:”从第十三自然段中，你知道了梅花
的精神是什么你是从哪体会到的。“透过思考，学生体会到
了梅花是不畏严寒，寒冷对其他的花意味着死亡，而对梅花
则意味着生存。应对严寒傲然屹立，不屈服。而且体会到梅
花是最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的.!不仅仅如此学生还体会
到了，这不仅仅仅是梅花的精神，而且也是中华儿女，无数
中国人的精神他们顶天立地，从不肯低头折节，构筑了我们
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于是我问:”中华儿女千千万，具有梅花
精神的人数不胜数，你都知道哪些人物“学生纷纷发言，列
举出了许多的古今我国具有梅花精神的英雄人物。我让他们
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来有语气的朗读第十三自然段的时候。
令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同学在读到”她是最有品
格，有灵魂，有骨气的呢!“这句话的时候，突然举手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觉得这句话中的“她”字用错了，就
应用这个“它”。从思维的碰撞，情感的升华，体会深深的
思乡情。

透过对爱国心的明白，学生的思维碰撞出了火花，一个学生
说:“我觉得课文在向我们说外祖父爱国的同时，还在向我们
说明外祖父也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乡。”于是我追问:“从课文
的哪些地方能够看出外祖父眷恋祖国，思念家乡”学生分小
组进行了学习，在汇报中，学生将文章中外祖父的三次落泪
联系在了一齐进行了体会，从这三次落泪学生体会到了外祖
父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乡，眷恋祖国。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的设计是学生一个一个的进行体会，但联系起来更能体会
到外祖父的思乡情。由此明白了文中“我每次看到外祖父送
给我的这幅墨梅图和绣着血色梅花的手绢，就想到这不只是
花，而是身在异国的华侨老人一颗眷恋祖国的心。”这句话
的深刻含义。



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梅花魂》是小学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的一篇文章，是一篇精
读课文。课文以梅花为线索，讲了有关外祖父的五件事，表
现了这位老人对梅花的挚爱，表达了身在异国的华侨眷恋祖
国的思想感情。体会理解外祖父的那颗爱国之心是本课的教
学重点，上完这一课，我的心里涌动着一种激动，洋溢着一
种感动，为自己，也为学生。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文本只是教学的一个
小小的窗口而己，如何借助小小的窗口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
是我们语文教师必须要研究的东西，本课我有两个重点教学
环节，一个是第三自然段，一个是13自然段，通过对这两段
的重点分析，学生能够体会外祖父爱梅花，爱祖国的思想感
情，特别是对梅花的赞美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赞美，更加激发
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在教学过程中，我还穿插了一些知识性
的讲解，通过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词语，改句
子，以及句子在语境中的运用，文章的写法及结构等都自然
的让学生在理解课文中学会。课文最后再回到“魂”字上，
紧扣课题，突出重点。课上我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进一步理解梅花的精神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
人，都要具有梅花的秉性，并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诵读，达
到理解教育的目的。在最后我把板书的梅花和两句话一起送
给同学们，希望他们也做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激发了学生
的爱国情感。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第三段，理解唯独和分外的
时候，应让学生重点读一读”，讲有气节的人时，应提到文
天祥以及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学生的感悟会更深。在设计出示两句话时，课前的准备不充
分，以至于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不过这些以后我都会注意，
最重要的是今后在备课中不仅要被教材还要备学生。

总之，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继续努力，让我的课堂成为学



生学习的海洋，他们在里面尽情的遨游。

音乐课梅花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在教学时，我让学生欣赏完梅花的图片后，交流自己收集到
的有关写梅花的诗词。因是乡下学校，学生收集较少，于是
教师出示王冕的《墨梅》，王安石的《梅花》，陈毅的《红
梅》，陆游的《咏梅》，以及毛泽东的《咏梅》，让学生吟
咏，在吟咏中加深对梅花特点的认识，以及对梅花品性的了
解。接着以梅花的品性入手，重点学习第十三自然段，从梅
花的秉性来了解外祖父的思乡情怀，从梅花的秉性来了解中
华民族许多有气节的人物。在理解梅花不畏严寒的精神时，
我创设了将寒冬的萧条和梅花的傲放对比的图片，当学生看
到在冰雪的欺压下，梅花仍是那么秀气，这个似乎是有点出
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有的孩子不禁发出了赞叹声，我就
及时的让他们用学过的古诗来赞一赞，我看到有不少孩子已
经被这梅花所感动，都和着音乐吟诵起一句句赞美的诗句来，
真正的感受到了梅花精神。在谈到有气节的民族英雄，学生
首先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是啊，五壮士英勇就义的一
幕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梅花的精
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气节。接着我又介绍了“精忠报国的
岳飞”、“凛然正气的文天祥”、“董存瑞舍身炸碉
堡”、“林则徐虎门销烟”等，这样，利用图片、故事拉近
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学生深入体会“一个中国人，无论
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