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实
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童年的问号》这篇文章课文时，我特别注重引领学
生朗读，让学生在或激情或深情的朗读中，感受语言文字的
优美，感受作者通过语言文字所创设的意境。我一步一步的
指导学生朗读，让学生读出激情，读出情感。

（1）读出层次：课文的第一自然段：童年是一首诗，童年是
一个梦，童年还是一串长长的问号。前两句要一句比一句声
音高，后一句的语调要下来。其中“长长的”语气要加重。

（2）指导读好三次对话：课文的二、三、四自然段是三位名
人小时候爱问题的特例，其中各有一句问题的话语，教学时
要指导学生读好这三次对话。

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在课堂上能把课文读得有声有色，听
起来吧真是一种享受啊！

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篇二

去括号法则是本章的难点，它是整式加减的基础，也是今后
学习因式分解，分式运算及解方程的基础。现对这部分内容
总结如下：

本节课的整体过程是这样的：从章前引言的问题引入，根据



时间和速度来计算路程，列出式子都带有括号，如何化简，
自然的想法就是去括号。教学中引导学生与数的运算作比较，
考察在数的运算中，遇到括号时是怎样去掉括号的，去掉括
号的理由是什么，在学生搞清楚数的运算中去括号的算理后，
考察式子中去括号的问题，让学生看到，式子中的字母表示
数，数的运算中去括号的方法在式的去括号中仍然成立。这
样就可以让学生归纳得出去括号时符号的变化规律。例4是利
用去括号的规律可以将式子中括号去掉，从而将式子化简。
让学生总结注意点，教师进行点拨。学生小结并不是一种形
式，通过小结教师能很好地看出学生的知识形成和掌握情况。

总的来说，虽然课堂上同学们总结错误点总结的`不错，但学
生对去括号法则的掌握仍浮于表面，练习少了，课后作业中
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所以总的说来，这课堂效率不高，没有
完成基本的课堂任务；学生一节课下来还是少了练习的机会，
看来对去括号的题目，课堂上需要更多的练习，从题目中去
反馈会显得更加适合。在新教材的讲解中，有时还是要借鉴
老教材的一些好的方法。

另外，本节课没完成的任务，希望能在下面的时间里尽快进
行补充，让学生能及时对知识进行掌握。

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篇三

去括号的根据是去括号法则与乘法分配律。去括号易犯的错
误是括号前面是负号，而去括号时忘记变号；一个数乘以一
个多项式，去括号时漏乘多项式的后面各项；在学生的练习
与测试中，发现错误最多的是一个负数乘以一个多项式时，
没有处理好符号问题。

一、错因分析：

学生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是对括号前的符号的属性定位不当，
普遍把它看作是减号，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乘法计算去括号



时，缺乏整体思想，从而所得的乘积漏添上括号而出错。

二、解决策略：

（1）把括号前的“－”号进行定性：是减号还是负数的符号。
在教学过程中曾尝试让学生通过先把所得的乘积漏添上括号
后再去括号来解决。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改变了处理方法，
要求学生把括号前的符号看成是数的符号，括号前是负数，
运用乘法分配律时把整个负数乘进去，效果比前一种方法学
生容易记住。

（2）加强练习，使学生对这方面的认识得到强化。

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篇四

改进意见：

1、缩减知识性教学内容，设置更多学生探索的问题情境，设
置更多引领学生设计表演的空间。

2、给予学生合作学习的空间，探索性学习很重要的一点是引
领学生在小组合作中开展，而课堂上教师应给学生合作学习
提供实践的空间，让更多的学生参与。

3、大胆去设计教育教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多样而开阔的活动
空间自主并自由地寻找、感受和体验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
并在快乐中更好地体验音乐的美妙。

一年级音乐鼓和号教学反思篇五

过程：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设计上两小题呈现了阶梯性。
此题是作为巩固新知的习题，让学生自主完成，教师巡视、
指导，两位学生上黑板板演，师生共同评价。



反思：这一片段中，学生对解题的步骤较熟悉，但在去括号
解方程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主要有：括号外面的系数漏乘括
号里面的项，去括号时该变号的没变号。再有移项不变号，
合并计算比较差。教师针对这一问题，对各步的理论依据，
注意事项虽然作了强调，但问题仍存，可见落实还不够，还
需加强，还需多练。

总之，本节课后我认识到了要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值，教师
备课时要深入教材，理解教材的编排意图，挖掘出本课的核
心知识及思想方法，活用教材，据学科特点和实际学情精心
设计出符合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上课时要走出教材，注重
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技巧，引导、指导学生尝试自己学习新知
识，再运用新知识解决问题。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随时关注
全体学生的发展，真真正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

教学之路是每天每节课点点滴滴的积累，这条路的成功秘诀
只有一个：踏实！对于我，任重而道远，我将悉心耕耘，积
极进取，博采众长，提高自己，让我教的每一个孩子更加优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