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
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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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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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思篇一

目标引领课堂，目标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成
败。目标定位过高，学生难以接受，过低，学生学得没意思，
本课教学我制订了以下三个目标：

1、感受、聆听歌曲《清晨》，用轻快、活泼的声音和朝气蓬
勃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

2、感受这首歌曲明快流畅的韵律，能用简单的肢体语言表现
清晨醒来的各种活动，感受人们只争朝夕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体会“清晨醒来”这一刻的宝贵。

3、小组合作选取合适的节奏型用各种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使
“清晨醒来”的音乐（音响）更加丰富。

这样的教学目标既照顾了差生，又让优生有展示的机会，既
面向全体，又注重个体的培养，符合《音乐课程标准》的教
学理念。

整节课下来，我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听
音乐看教师表演，听音乐做动作，听音乐理解歌词，听音乐
律动等等环节，始终围绕听来开展活动，每一次的听都是有
目的的，这样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艺术的一



切实践都必须依赖于听觉，听，是音乐艺术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音乐艺术的这种特征，这就决定了：第一，在音乐教育
中，发展听觉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音乐教学必须立足于
听，把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培养其对音乐良好的感受能力，
作为音乐教学的首要任务，作为进而学习音乐其他方面技能
的基础。第二，音乐教育必须遵循“以听为中心”的原则，
把全部教学活动牢固建立在听的基础上。因此，既然听是一
切音乐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那么，听觉感知便成了学
习音乐的先决条件。唱歌、演奏乐器、识谱等等均离不开听
觉的主导作用，一切音乐教学都离不开听觉，所以在平时课
堂当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为
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拓展部分，我给四个小组各一个乐器，分别是大鼓、碰铃、
双响筒、沙锤，还给每组四条节奏，请他们给本组的乐器选
择合适的节奏为歌曲伴奏，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合作能力，
还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在音乐声响起时，学
生们便认真地讨论开了，音乐听了，他们结果也出来了，在
每组反馈之后，各组都找到了适合本组乐器的节奏。于是，
我便安排各组用乐器或者徒手敲打节奏，最后再合奏。在我
的琴声下，一场器乐合奏开始了，和谐的伴奏伴着美妙的歌
声，真是美不胜收，让在场的老师听的如痴如醉。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再好的一堂课也会有瑕
疵，当然我这堂课也不例外。

导入环节，我请学生说说“早晨醒来会干什么？”我只请了
两位学生回答，一个说跑步，一个说刷牙、洗脸，我就马上
让他们听歌曲做动作了，学生们大都只做一些跑步、刷牙之
类的动作，非常单调。仔细分析，是因为被我点到的学生太
少了，以至于把他们的思思维给限定了，只知道做这几个动
作，所以，我应该多叫些学生回答，拓宽他们的思路，也会
使下一个环节——听音乐做动作，更加丰富些。



乐器伴奏是学生们最喜欢的环节，可这节课我只准备了四个
人的份，以至于其他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敲，为他们伴
唱。这里，我本想，让每个人都拿一个乐器，后来想想，觉
得有点喧宾夺主，而且可能会影响歌曲的演唱，所以就取消
了。可正像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没有乐器的学生怎么办？
如果我是学生，我可能也很想要。”是啊，每位学生都想要
乐器，可没有这么多乐器怎么办呢？如何让学生没有乐器也
同样快乐，也乐意呢？这些问题值得我去慢慢思考，也有待
改进。

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思篇二

我们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反思。课堂不是车间的流水线，同
样的教学方法方式，三十六名学生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反应。
因此在不同班级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我们教师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法方式，不断的验证在备课时设计的反思，对
症下药。例如，最近教学第三课《难忘的歌》，有一首歌曲是
《共产儿童团歌》，让学生边聆听边思考：“你能把你知道
的哪些小英雄的名字告诉大家吗？”同样一句简单的话，二
班的学生争先恐后的抢着回答，有闪闪红星里潘冬子，有小
兵张嘎，刘胡兰，王二小等等。而一班的学生却无人回答，
最后由我自己向学生说明。就如镜头一出现的两个平行班级
之间班级的天壤之别，让我领悟到反思的重要性，我们就该
问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
是我们反思中需要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不断的提出
质疑，不断的积累教学经验，并在平行班尝试不同的教学方
法，以求得更佳效果。

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有以下几个特点：

目标引领课堂，目标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成
败。目标定位过高，学生难以接受，过低，学生学得没意思，



本课教学我制订了以下三个目标：

1、感受、聆听歌曲《清晨》，用轻快、活泼的声音和朝气蓬
勃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

2、感受这首歌曲明快流畅的韵律，能用简单的肢体语言表现
清晨醒来的各种活动，感受人们只争朝夕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体会“清晨醒来”这一刻的宝贵。

3、小组合作选取合适的节奏型用各种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使
“清晨醒来”的音乐（音响）更加丰富。

这样的教学目标既照顾了差生，又让优生有展示的机会，既
面向全体，又注重个体的培养，符合《音乐课程标准》的教
学理念。

整节课下来，我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听
音乐看教师表演，听音乐做动作，听音乐理解歌词，听音乐
律动等等环节，始终围绕听来开展活动，每一次的听都是有
目的的，这样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艺术的一
切实践都必须依赖于听觉，听，是音乐艺术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音乐艺术的这种特征，这就决定了：第一，在音乐教育
中，发展听觉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音乐教学必须立足于
听，把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培养其对音乐良好的感受能力，
作为音乐教学的首要任务，作为进而学习音乐其他方面技能
的基础。第二，音乐教育必须遵循“以听为中心”的原则，
把全部教学活动牢固建立在听的基础上。因此，既然听是一
切音乐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那么，听觉感知便成了学
习音乐的先决条件。唱歌、演奏乐器、识谱等等均离不开听
觉的主导作用，一切音乐教学都离不开听觉，所以在平时课
堂当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为
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拓展部分，我给四个小组各一个乐器，分别是手鼓、碰铃、
双响筒、沙锤，还给每组四条节奏，请他们给本组的乐器选
择合适的节奏为歌曲伴奏，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合作能力，
还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在音乐声响起时，学
生们便认真地讨论开了，音乐听了，他们结果也出来了，在
每组反馈之后，各组都找到了适合本组乐器的节奏。于是，
我便安排各组用乐器或者徒手敲打节奏，最后再合奏。在我
的引导下，一场器乐合奏开始了。

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思篇四

核心提示：这次选择五年级教材《杨柳青》这首江苏民歌进
行教学，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进步的机会。这是一首
关于江苏地方特色的民歌，描写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愉
快情景。...

前段时间，我执教了江苏民歌《杨柳青》。长久以来，我上
课的风格基本上定位为活泼、童趣的儿童歌曲为主。这次选
择五年级教材《杨柳青》这首江苏民歌进行教学，对自己来
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进步的机会。这是一首关于江苏地方特色
的民歌，描写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愉快情景。我是从民
歌的特点和当地方言特点为主线，从扬州民歌《茉莉花》导
入，使学生对扬州产生初步印象，再联系到李白的《送孟浩
然之广陵》，激发学生学习江苏民歌的兴趣。学习用当地方
言学唱民歌，并结合民歌的特点对歌曲进行了分析与处理。
在成功完成歌曲教学后，我把歌曲做了课外的延伸，欣赏其
他变体和填词的《杨柳青》以及古筝独奏，在对扬州充满好
奇的时候，又在音乐声中欣赏扬州的美丽风光。通过此课的
教学，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关注民族
文化，关爱自己的家乡作下铺垫。

对自己设计的这堂课，我自己觉得优点是：教学结构清晰，
又简入深，层层铺垫，循序渐进，歌曲教学的比较扎实。整
个课堂气氛活跃，教学完整。不足之处：我觉得自己的语速



过快，没有留下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思考，教学状态不够松弛，
有急于把课上完的急切情绪存在，这样不利于学生的放松与
思考。另外，歌曲中的难点，在备课时细节处理的不够仔细，
比如：附点，一字多音，如果把这些难点进行充分的分析，
那么，我相信学生在学完这首歌曲时的收获就更大，以后碰
到类似的问题就会自行处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调整，把第一段导入部分，欣
赏扬州风光的放在了拓展部分，这样子的好处是将课堂的教
学过程作为重点，对于扬州的了解是拓展部分，可根据课堂
学生接受程度不同改变课堂。总之，一堂好的课是要经过不
断的修改与磨合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课，只有相对完
美的课。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每节课都能少点遗憾，
多点收获。

小学五年级音乐乘雪橇教学反思篇五

最近，五年级学生用竖笛演奏了歌曲《吹起羌笛跳锅庄》，
虽然吹奏技巧不够成熟，但学生的吹奏兴趣特别浓厚，并且
曲子是他们在我的指导下逐步自己的吹完，学生很有成就感。
我就利用这一点儿，把吹奏竖笛作为导入，目的有二：一是
让学生在兴趣未了之际，乘胜追击，进一步巩固技能技巧;二
是以曲子欢迎各位领导老师的光临，既是对听课老师的礼貌，
又让自己很有成就感。兴趣上来了，学生学习的精神也集中
起来了。

豫剧是河南的地方戏曲。豫剧的唱腔风格与河南话有很大的
关系。我不会说河南话，但通过课前查阅资料，让全班学生
模仿着说，既体验了不同方言与戏曲的关系，又练习了念白
部分。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所不能比
拟的好处。对于不是科班出身的老师，要想讲清讲好豫剧的
有关内容很不容易。在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之后，我又查找
选取了三个不同剧种的视频资料，让学生一目了然，在对比



中了解了豫剧的唱腔特点。

同时，自我反思，这节课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问题的设置应放在欣赏歌曲之前，让学生又针对性地听，
才不至于没有思考的时间。

2、上课讲话要精练，不要有不相干的口语出现。

总之，为了中国戏曲的发扬光大，我们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
者都有责任为戏曲艺术进入课堂，为戏曲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