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郊游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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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郊游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我为学生们设计了节奏练习，有跑有跳有走，趣味无
穷。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四分节奏、八分节奏、四分休止
符的时值长短。在进行这些活动中，学生认识了这些节奏，
认识了节奏的时值，掌握了这些节奏的相关知识。在学生们
掌握了这几条节奏后，我告诉学生当看到某条节奏时你要做
火车开了、钻山洞或过大桥、爬山坡、火车到站的律动。学
生们学得不亦乐乎，节奏的学习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增添了许
多乐趣，也提高了学习效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同学们学好音乐这门学科的通行证，
只有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从内心中真正树立对音乐这门学
科的热爱，他们才会主动去学，认真去学，教师也会融入到
孩子们愉快的活动中，才会真正得到教学的愉快与乐趣。

郊游教学反思篇二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相对较短，所
以在教学设计中，应尽量多安排一些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
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因而对于低段学生的教学，情景教
学法是有益于学生学习，并能提高课堂的效率的。只是在应
用是要更多的强调情景设计的连贯性，和与课堂知识的关联
性。



在本课的教学中，安排了一些器乐和表演的综合活动。主要
是意在锻炼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力。在练习中，学生表现的
都非常积极，参与讨论的情绪也都非常高涨。特意安排的小
组竞赛的评价方式，更加激励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在
最后的汇报表演中，学生都能够自信的展现出自己。需要反
思的问题是，在课上要给学生多少练习的时间。我认为，一
些平日课上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在课上也应该给学生多一
些时间去对新接触的歌曲有一些把握，并给够时间让每一个
学生登上舞台展示自己。所以在以后的课上，时间的分配需
要更加注重。

郊游教学反思篇三

《郊游》为儿歌，旋律平易，亲切，朗朗上口，歌曲描写了
儿童结伴去郊游的情景，要求学生在演唱歌曲，感受音乐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音乐表现的能力。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我在设置教学情境时，首先让学生欣赏图片，通过让他们回
答看到了什么，来激发他们的兴趣。接着通过一系列的音乐
活动，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的情绪，边哼唱边做动作，这些对
于生性好动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块德芙巧克力，诱惑他
们为了得到美食而全力付出。

二、寓教寓乐，化解歌曲难点

《郊游》这首歌中的第二乐段的节奏、音准是个难点，根据
节奏来朗读歌词，强调附点与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易于后
面的学唱。低年级儿童起点较低，不识歌谱，音准欠佳，顾
以模仿老师来学唱，师一句，生一句。每句学会后再完整地
演唱，学生的注意力不强，所以我以多种演唱形式来巩固歌
曲：师生接唱、分组唱、男女生唱等等。



三、语言渲染，感受歌曲情绪

教师优美动听的教学语言不但能给学生美的享受，同时也会
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郊游》歌曲中的第一、三乐段和第
二乐段的演唱情绪是不同的。我通过提问，让学生开动脑筋，
自己找出歌曲中不同的情绪，1、3句活泼此文欢快，2句是舒
展优美，用表扬地语气来引导学生：你们都是一只只百灵鸟，
歌声要悦耳动听。

四、歌曲表演，体验快乐

这节课最后的歌曲表演，使课堂推向高潮。表演分为舞蹈动
作，与打击乐的加入。舞蹈在第一个环节已经加入，所以重
点在于先指导学生使用打击乐，学生表现得非常积极、热情，
学生表现得更加兴致勃勃了。

整节课我觉得结构挺好的，细节问题要再多注意、多改进，
课堂灵活性也要加强。

郊游教学反思篇四

《郊游》是一首儿童歌曲。旋律流畅，朗朗上口，学生们都
很喜欢。歌曲的音域不宽，只有九度，便于儿童学唱，这首
歌曲是二年下册开学第一节唱歌教学内容，我在上课时仍然
继续巩固唱歌教学的常规：歌唱的姿势，发声的位置，自然
的声音，不喊唱等要求。

本课在教学设计中运用了情景教学，让孩子们通过进行郊游
的音乐活动来学习知识，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对音乐活动加以
拓展。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孩子们在演唱、器乐和表演的'
能力上都得到了发展。同时上课的注意力也更为集中，课堂
气氛也非常活跃。本课的教学设计偏重于让学生在音乐活动
中学习，孩子们在课上的表现非常积极踊跃，小组活动中都
能够积极地去参与讨论。但在课上让学生练习和表现的时间



有些不足，有的小组积极讨论的结果没有通过实践去体验。
没有能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因为在今后的教学中，
应多给学生一些练习和表现自我的机会。在音乐课堂上，锻
炼学生演唱的自信是最重要的。

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课上要给学生多少练习的时间。我认
为，一些平日课上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在课上也应该给学
生多一些时间去对新接触的歌曲有一些把握，并给够时间让
每一个学生登上舞台展示自己。所以在以后的课上我会让学
生多加练习。

《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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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游教学反思篇五

１、活动重视幼儿主体性的发挥。

从自制材料环节到游戏玩法讨论等环节无不体现了以幼儿为
主体的精神。



２、材料提供的丰富性和园本化。

（１）活动中提供给幼儿的草球、草绳、草墩和禾把的花式
多样化，教师由此体验到辅助材料多一些更能刺激幼儿创造
的欲望，提升活动的效果。

（２）善于利用园本课程资源和教研成果，在引导幼儿进行
变废为宝的自制材料过程中丰富了体育活动的教育教学内容。
同时也有机地整合了体育、科学、美术等领域内容，有效渗
透环保理念。

３、多层次游戏目标清晰，难易有别，利于幼儿积极性的调
动和创造力的培养，同时富有乡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