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 音乐教学反思(优质5
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篇一

我在9月25日上午第二节课，讲了湘版教材六年级第三课《猜
调》。学习目标是：一、能学会用轻快、明亮的声音有韵味
地演唱《猜调》，感受和体验少儿天真活泼的生活情趣；二、
能主动参与听赏《金风吹来的时候》、学跳傣族舞等活动，
了解和喜爱云南音乐及文化。学习重难点：能用轻快、明亮
的声音有韵味地演唱《猜调》。

《猜调》是一首表现儿童生活的地方性小调，是云南儿童游
戏时对唱的歌曲。结构短小、旋律简单、节奏鲜明，单纯质
朴。全曲最高音i，最低音5，一气呵成的九小节，似乎想难倒
对方，但对方却脱颖而出、对答如流。整首歌曲明快、活泼，
富有情趣。《金风吹来的时候》是一首由葫芦丝与小乐队合
奏的乐曲，优美、悠扬，与展现云南少女婀娜身姿的“傣族
舞”，共同表现了云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为了呈现完整而有效的音乐课堂，我整合了本课的内容，设
计了以演唱歌曲《猜调》为主，感受云南为辅的目标。通过
听赏葫芦丝主奏乐曲《金凤吹来的时候》和学跳傣族舞活动，
来感受、体验云南的风土人情，了解云南富有代表性的“葫
芦丝”，傣家的“孔雀舞”（）；再通过歌曲的自主学习和
深入了解，知道当地“街（gai）、小乖乖”等以及一气呵成的
曲式结构特点，培养起学生对云南的音乐及文化的兴趣、爱



好。有主有次、循序渐进地走进云南，了解云南，乃至喜欢
云南。

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围绕教学目标分成初识云南、歌唱云
南和云南寻踪三部分展开教学，即先听赏、学跳“傣族舞”，
再学唱歌曲，最后拓展到课后的查找三大环节。第一部分，
请同学们猜一个“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来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促使大家主动参与听赏和学跳傣族舞活动。听
赏中，通过目标出示的引领，在“主奏乐器，给人的感觉想
象到了什么？”的聆听指导下，听辨出了主奏乐曲“葫芦
丝”；学跳舞蹈中，又以“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生活
得如何？邀请你来参加”等问题，主动参与体验、领略了云
南的典型舞蹈。从乐器葫芦丝和孔雀舞等信息中，得出
是“云南”的结果，从而“初识云南”，留下美好的、愉快
的印象。第二部分，由聆听指导“歌曲唱了些什么？模仿一
句”带学生初听，再教师范唱学生复听，了解歌曲“情绪和
演唱形式”。对歌曲有印象之后，开始学生的自主学习。围绕
“歌曲中有哪些云南地方特色？”分四步学唱歌曲。即（1）
熟读前十六、后十六、连续十六分音符节奏；（2）用“da”唱
读节奏；（3）用“唻”听唱旋律；（4）试着填唱歌词。通
过小组展示、评价，学生发现问题来突破学生的难点。在师
生合作、互动的巩固后，以演唱指导“游戏中带着什么心情
来唱的？问着什么口吻，答者什么语气？”引领学生思考和
表现、评价，突破本课演唱的.难点。第三部分，先回顾本课
主要内容，询问“云南印象”；再布置课后拓展作业，查找
有关“纳西古乐保存地—丽江、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玉
溪、傣族音乐歌舞集中地—西双版纳”的位置，以及更多的
云南民歌的收集、模仿。

在教学中，第一部分基本按我的设计和想法顺利完成，但有
一个小疏忽，由于找不到源文件，通过网络下载，好不容易
找到的是伴奏音乐，不是原曲，缺少了主奏乐曲“葫芦丝”，
及时口头调整解决。第二部分在整体环节顺利进行的同时，
课后听到齐媛和大家的提醒，才知道没有及时处理到座位靠



后学生的难点，今后需做到照顾全体。另外，赶上了学校演
练，提前5分钟下课了，最后的环节没能如期进行，学生走后
向大家空讲说明了结尾环节。整体最有收获的地方，就是在
内容的设计，环节的衔接和问题的呈现上有了条理、进步。
能较准确、清晰地把握、表述，流程更畅通和简洁，不那么
纠结了。不足就是，仍需在解决学生的难处时，想得更周到，
做得更细致。今后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争取更好的实现课堂
自主与高效。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篇二

《四季童趣》是一首曲调欢快活泼充满童趣的歌曲，把孩子
们在春风中放飞风筝和秋天打枣、摘苹果的情景，描绘得栩
栩如生。

因为歌曲中出现了大量的`休止符，而且在后半拍，难度相当
大。于是，我采用了“听唱法”，让学生在每一次聆听中带
着不同的问题听。几遍下来，我开始用琴带唱了。在教唱这
两小节时，问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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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翻看教参、分析：歌曲第1—4小节与第5—8小节旋律的
变化重复，使得曲调富于跳跃感。那么，造成跳跃效果的，
就是带有休止符的切分节奏了。也就是说，把休止符去掉的
话，这种跳跃的感觉就没有，没有这种跳跃的感觉，孩子的
童真、童趣就不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那么，我是如何解决了这个难点呢？

1）听——感受歌曲的整体情绪。



2）跟琴唱——熟悉全曲，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感觉，对错的
地方不及时解决。

3）对比唱——解决难点

4）动作代替00——点头、吸气

难点就这样被我们学生轻易地解决了。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篇三

这是一节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歌曲教学，本课以“春天”为
主题，通过学生“说春天，模仿春天的声音，唱春天，表现
春天”等几个环节的落实，让学生通过说说、唱唱、演演等
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自觉性和创
造性的学习情绪，引领学生一步步走进春意盎然的音乐世界。

从一开始我就选用了学生所熟悉、喜爱的歌曲《小雨沙沙》
作为律动音乐，激发学习兴趣。这一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接着听赏了欢快的《嘀哩嘀哩》，
通过让学生听激发了学生找春天的兴趣。课堂导入是这样的：
春天的朋友们想和我们开个音乐会，他们组成了一支春之声
乐团，今天他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节目，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因为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大部分同学也会唱，因此我要
创设情境，吸引学生。）

由于每个学生的条件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反应也会不同，
有时会超出教师的预想，这是教师预料不到的，因此，教师
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时刻以“学生为主体”，能及时对教
学环节进行调整。不足之处是孩子在演唱个别乐句时唱得不
够准确，需要多加练习。另外在唱几个像声词的强弱的时候，
唱得很模糊，因此我就让学生学会有节奏地读歌词，这样下
来效果好多了。其实这点并不是很难，关键是学生不够认真，
想着自己会唱了，连课本都不看，可见学生的态度是不够端



正的。

歌曲唱会后，为了让学生完整的记住歌词，我想大家都喜欢
乐队组合不是，我就问学生一个乐队都需要那些人组成呢？
当时大家被我的问题难住了，我接着就引导大家，在这场音
乐会里谁是乐队的主唱，谁是乐队的键盘手，谁是激情的鼓
手，谁又是忠实的fanas呢？这下学生明白了，七嘴八舌就说
开了，虽说课堂有些乱，但是孩子们思考了认真地去想问题
了，这就是进步。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就是要这样一步步的
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才会围着老师的思路去思考。在这一
环节，我让学生对歌词进行连线，效果很好，歌词很快就记
好了。

孩子们很喜欢音响探索的游戏，听的时候也非常地认真，能
很清楚地从生活中找到相像的声音加以模仿。我举了很多自
然界中的风声、雨声、雷电声、流水声等等。让学生来模仿
我的节奏，我称为是“照镜子”的游戏，我用鼓打了一串节
奏，让学生来模仿大家的兴趣很高，刚开始有同学老出错，
精神不够集中，但通过几次反复的打大家都打得很整齐，有
些同学为了让我听到他的声音故意打的特别响，手都打疼了，
可见大家的兴趣多么强烈，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执着，今后可多让孩子创造性地模仿各种声音。

本节课我尝试由浅入深，通过情感体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引导学生发现、感受春天。整个教学过程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进行，通过听、动、唱等教学活动，让学生深切地
感受到春天的美，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民主教学是营造
绿色教学的生命线。上完课，我就有很多的感触。最大的感
触是——不能低估学生的能力。孩子都是聪明的，我们老师
往往想民主教学，但又不敢真正做到民主。担心学生放了收
不回，又担心学生不能胜任民主的学习方式，还担心自己控
制不了民主的教学局面。其实，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例如
在探索春天的音响时，让学生用人声来模仿大自然的风声、
雨声、雷电声、流水声等等。学生的模仿真实惟妙惟肖、五



花八门。因此，越是民主的课堂教学，越能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学生也越会表现自己。只有课堂上真正做到民主，学生
才会感到心理的安全，才会愿意由衷地和你配合。

在音乐新课堂的课堂教学中，作为教师，要积极创造学生乐
于参与合作的情境，努力激发学生想学、愿学、乐学和爱学
的强烈学习欲望，精心设计教学情景，以情激情，以趣激情，
促使学生做好合作的学习准备，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篇四

课改以来，音乐教师在课堂上尤其是公开课上，大量引用了
美术、影视、戏剧等姊妹艺术与非艺术学科内容辅助音乐教
学，使音乐课堂变得更生动也更丰富了。然而其中也不可否
认地存在滥用、泛用、为形式而用等运用不当的问题，这从
根本上忽略了音乐一、主题与背景课改以来，音乐教师在课
堂上尤其是公开课上，大量引用了美术、影视、戏剧等姊妹
艺术与非艺术学科内容辅助音乐教学，使音乐课堂变得更生
动也更丰富了。然而其中也不可否认地存在滥用、泛用、为
形式而用等运用不当的问题，这从根本上忽略了音乐教学
的“音乐本质”。因此，该如何合理、适当地运用姊妹艺术
等学科综合的内容，便成了教育工作者急需反思的问题。

在一节学唱歌曲《过新年》的公开课上，其中的一个教学目
标是学唱歌曲并能歌表演。就这节课的最后一个环
节——“综合汇报表演”，为了上出新意我特意安排学生分
不同的小组进行剪窗花、画新年、做贺卡、诗朗诵、编儿歌
等活动。由于形式多样丰富，学生兴致勃勃、激情高涨。

忽然，我看到有一个小手高高地举了起来，眼睛里充满了疑
惑。我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问道：“小朋友，你有什么事
吗？”小男孩眨了眨大眼睛，皱着眉认真地对我说：“老师，
我们是在上音乐课吗？”“是啊！”我好笑地看着他。“为
什么音乐课会人那么多人画画、剪纸，还有做贺卡的，我觉



得这像一节美术课呀！”我半蹲着的身子，因为他天真、朴
实的话顿时僵在那里！

对啊！这是节“音乐课”，怎么让我上成美术课了。回过神
来，我迅速走到讲台边，对已经准备了好一段时间的学生说：
“小朋友们，你们都完成了吗？如果没有完成的，请下课再
去完成好吗？”“老师！还没画完呢！让我们再画一会儿
吧！”“老师！等会，儿歌还没编完！”学生都坚持不懈地
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缺。不忍打断他们，我就焦急地等
了一会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总算基本完成了。在成果展示的时候，学
生个个满怀欣喜。在音乐声中，他们有的表演着，有的捧出
自己的的作品得意地展示着。“小朋友，老师和同学们都已
经欣赏了你的优秀作品，现在请把你的作品等放进去。最后，
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歌曲吧！”说着，我就弹起了钢琴，可
很多学生还沉静在欣赏作品成功的喜悦中，难以回过神来。
七零八落地开始表演唱以后，我发现学生装唱的时候，感情
还不够到位，没有真正的融入歌曲；表演的时候，很多人的
动作不够协调，也不敢放开地大胆地跳起来。

以上综合汇报表演这一课堂环节，虽然教师运用了学生所喜
闻乐见的各种实践形式剪窗花、画新年、做贺卡、诗朗诵、
编儿歌等，多样的形式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然
而这样的综合教学，并没有完成本课“学会歌曲《新年好》
并能歌表演”这一基本教学目标，导致了教师执教的有失偏
颇。从本质上说，该教学环节的内容安排与音乐没有密切联
系，脱离了“以音乐为本”的基本原则，脱离了“音乐”这
一课堂的“主线”。

新课程提倡各类学科的综合以后，音乐教学尤其是欣赏教学
中出现了音乐与戏剧、音乐与影视、音乐与美术、音乐与艺
术之外的各科综合的运用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是课改带来
的新成果。《新课标》同时也指出“在实施中，应以音乐为



教学主线。”若综合教学占用过多的时间，引用过多的形式
而脱离音乐主线，阻碍教学目标的达成，就会偏离《新课
标》，成为我们教学的败笔。因此在实施综合教学时，我们
必须注意各科运用的“时机”、“程度”和综合教学的“运
用目的”。

《新课标》指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应贯穿于
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健
全的人格。因此，我们所设计的音乐课的任何一个教学环节，
都应该为音乐“审美教育”这一核心内容“服务”。加教师
在具体安排以上歌曲的综合汇报课时，可以安排成舞蹈编排
小组、乐器伴奏小组、合唱演绎小组等与音乐有密切联系的
教学环节，另外再加入个别非艺术类的教学环节，没必要用
则不用。我认为教师要注意不管综合教学能引起多大的教学
效果，在需要的时候才适时地用；与音乐联系不太紧密的环
节不能安排太多的时间；教学设计更应该围绕教学的目标、
围绕音乐的目的进行展开，不能为了使课堂看起来光彩夺目
而喧宾夺主。

音乐之声教案反思篇五

做为音乐教师，首先应该明确音乐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
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要以音
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
乐审美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
音乐的各种要素、各种手段作出整体性的反应，要积极引导
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内涵，还要坚决引
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从而使学生不仅做到现
在受益，而且做到终身受益。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就从
下列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强调：

1、通过音乐教学，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3、在音乐课堂上培养学生参与和实践能力。



这一课里出现了要求学生进行二声部练习的音乐实践活动。
我在备课时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不要对刚接触二声部的学
生报太大的希望，二声部的训练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
管如此，在教授时我还是被学生弄得焦头滥额。本来唱得很
好的高低声部，一但合起来就是变音变调。看来以后在训练
的过程当中应先给他们多练习音程，多听听合唱歌曲，在大
脑中形成一定的概念，这样有助于学生二声部歌曲的演唱训
练。

在学习乐理知识的时，从基础抓起，让学生学会划拍、打节
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虽然大部分同学有
困难，但学生逐渐就会有进步的。我还用多媒体、电视、音
响等设备，向学生介绍一些民歌、名曲，作为补充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边听音乐、边哼歌谱，反复练习，学生读谱能力有
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