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听牧歌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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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牧歌教学反思篇一

课时：一课时

课型：以欣赏为主的综合课

教材分析：

无伴奏合唱《牧歌》是一首由上句和下句构成的长调民歌，
其曲调悠长，连绵起伏，节奏舒展，气势宽广。作者瞿希贤
根据海默的词，把这首民歌改编成无伴奏合唱曲，使优美的
民歌形象更加丰满，色彩更为丰富。不同音色的声部交替出
现，互相呼应，加上浓郁和谐的和声效果，使音乐的内涵更
为充实，意境得到升华。由于这首无伴奏合唱较原民歌更加
丰富、优美动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人们的普
遍喜爱，并成为无伴奏合唱的珍品。

设计思路：

本课教学运用《音乐课程标准》中的新理念，以音乐审美为
核心，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学生的听、唱、看、感受、体验、
创作让学生充分享受到音乐的美，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兴趣。
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民
族团结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学目标：



1、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

2、《牧歌》的欣赏，拓展学生对原民歌的理解范围，使他们
进一步感受歌曲的意境美，使《牧歌》的旋律永远流淌在学
生的心中。

3、充分了解内蒙民歌悠扬宽广的旋律特点，感受无伴奏合唱
的人声美与丰富的和声效果。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让学生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

1、师：我国有多少个民族？（56个）你们知道哪些民族？
（学生自由说。）

2、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曲，老师请你们来听听这是什么民
族？

歌曲《天堂》

3、有谁能介绍一下这个民族？

4、同学们都说的很好，可眼见为实，还是让我们去看看
吧……

（视屏）蒙古族的风土人情

5、师：感觉怎么样？（学生自由说）

二、欣赏乐曲《牧歌》。要求会哼唱旋律，感受歌曲的意境
美。

1、蒙古族真美，不禁让我想起一首歌（老师唱原民歌，并出
示歌谱和歌词）



2、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想说点什么吗？

（曲调悠长、速度慢、抒情、宽广的旋律）

3、一起跟着老师轻轻地哼唱一下歌曲的旋律吧！（用m唱）

4、我们再来念念歌词怎么样？

5、比较两句：诶，你们有没有发现歌词与旋律高低之间有着
什么关系啊？

师：对啊，同学们非常聪明，这两句的歌词与旋律是相互对
应的，第一句：蓝天白云音很高，第二句：绿草羊群音也随
着歌词变得比较低平。

上句：蓝天白云――音高

下句：绿草羊群――音平

内蒙民歌大体可分为长调和短调两种，这首《牧歌》曲调悠
扬，连绵起伏，节奏舒展，气势宽广，是一首典型的长调。

6、就让我们一起轻轻地唱唱歌曲吧！

7、欣赏《牧歌》

1）请你闭上眼睛听，现在又想告诉我什么？（欣赏无伴奏合
唱的《牧歌》）

（无伴奏合唱）恩，（视屏）这种只用人声歌唱而不用乐器
伴奏的声乐演唱形式，就叫无伴奏合唱。

那你们能听出那几个声部呀？（视屏）女高

女低



男高

男低

大型的合唱歌曲一般都是四个声部组成的

师引导生说：这四个声部的旋律就像蒙古族的景色

女高音就像（天空的云），女低音就像（广阔的天空），男
高音就像（洁白的'羊群），男低音就像（无边无际的大草
原）。

2）你们更喜欢哪一首《牧歌》呢？为什么？

（更能显出草原的宽广、音色空旷优美）

3）老师请你们亲自感受一下四个声部的和声美。（唱歌曲的
第一句歌词）

啊！真美啊！

4）师：咦！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的开头和结尾有什么特
点？

（引子和尾声）引子意境宽广、辽阔，音乐慢慢地响起来就
好象从远景拉到了近景。

尾声慢慢弱下来，而且有一种没有结束的感觉，给人无尽的
遐想。

5）师：通过歌曲的欣赏，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幸福、自由的民族）

师：那你喜欢这个民族吗？让我们一起再次来感受一下这种



美丽宽广、幸福自由的感觉。（复听歌曲）

三、舞蹈片段欣赏《牧歌》，目的是让学生在欣赏舞蹈的基
础上再次来体会歌曲的意境美。

师：歌曲的意境真美啊，老师也特别喜欢这首歌，还特地去
收集了有关这首《牧歌》的舞蹈请大家欣赏。

师：你们还想说些什么？（学生自由发表见解）

小结：动听的音乐加上优美的舞姿，使《牧歌》更加光彩照
人。

四、小创作：目的是让学生发挥想象，表达情感。

师：同学们，看你们这么喜欢这首歌曲，我有个提议，为
《牧歌》尽上自己的能力，选择其中的一项任务完成。

（视屏）

1、编一段歌词

2、写一篇短文

3、画一幅美图

在创作过程中，老师不停地放《牧歌》音乐，激发学生的创
作灵感。

五、评展：提高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在自己的作品中体验音
乐带来快乐，自豪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听牧歌教学反思篇二

一直以为音乐是我的挚爱，想当然地认为学生和我一样也如



痴如醉地迷上音乐课，所以对学生的内心情感，我一直不太
关注，可是本周在音乐欣赏课上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改变了许
多。

歌很美。它不仅描写了蓝天，白云，绿草，羊群的自然美景，
而且歌颂了勤劳的牧民们对生活的热爱。乐曲的速度缓慢，
悠扬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大草原。音乐在每个人听起来
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生
活阅历不同，所以听音乐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有的同学听这
首歌曲像哀乐，我不能说你不对，但你们认为哀乐就不美吗
我说不同的音乐含义也不一样，哀乐包含了活着的人对死去
的人的一种哀思与怀念敬仰之情，你们说对吗 ”此刻，全班
静极了，同学们齐声说：“对！”我不失时机地说：“音乐
是用心来听的，同学们回家后可以拿出发给你们的欣赏带，
多听几遍，也许你会发现，每一遍的感受都会有所不同。不
信，试试看好吗 ？”

通过这节欣赏课，我感到一名合格的`音乐教师，不仅要引导
学生去正确聆听音乐，更应引导他们去热爱生活，体验生活，
感受情感；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正如一位音乐大师所
说：“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颗音乐的种子”就像茁壮成
长的小树，需要阳光与雨露，我们应给学生一些生活的阳光，
适宜的土壤，把他们培养成参天大树！

退出来，适时地走进去”。这样，既充分激发了学生的主体
意识，又使他们学得开心，学得主动，才能达到音乐教学的
主要目标：审美为核心。让我们一起乘着音乐的翅膀在浩瀚
的天际中展翅飞翔吧！

听牧歌教学反思篇三

课型：歌唱欣赏课

教学内容：



1、欣赏《万马奔腾》。

2、学习有关音乐知识：变换拍子。

3、完成实践与创造第五、六题。

4、复习歌曲《银杯》和《牧歌》。

5、继续学习一、二。

教学目标：

1、聆听《万马奔腾》，感受、体验马头琴的音色及乐曲的艺
术表现力，认识了解马头琴的形制及独奏、齐奏的演奏形式。

2、通过对本单元所学的歌曲及音乐知识，能够对蒙古族音乐
感兴趣，并乐于主动学习、认识、了解蒙古族的音乐的。

教学重点、难点：

1、结合“实践与创作”第四题，感受、体验、判断马头琴的
音色。

2、通过“实践创造第六题”，初步学习变换拍子的创作。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和电子音响设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复习演唱上节课歌曲《牧歌》

2、提问：最有代表性的蒙古族乐器叫什么名？属于哪一类？
（马头琴、拉弦乐器）



二、认识马头琴

1、马头琴，蒙古族拉弦乐器。因琴首雕有马头而得名。马头
琴的音箱为木制，呈梯形，两面蒙饰有图案的马皮〔或羊
皮〉。琴身由硬木制作，并张有两根弦。马头琴流行于内蒙
古自治区，以及辽宁、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等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最初的马头琴琴首的雕饰并不是马头，而是“马特尔”，传
说此图像类似古代图腾崇拜时期的“龙马”，以示吉祥和幸
福。而西部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马头琴的传说:牧人为了怀
念已死去的心爱的小马，制作出了马头琴:用马皮蒙琴面，马
头骨为音箱，腿骨做琴杆，马尾为琴弦和弓毛，并在琴首上
端雕刻小马头像等。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最重要的乐器。

2、马头琴的演奏特点是以指甲从弦侧触弦发音，音色清晰、
明亮，宜于奏出丰富的泛音。善于表现柔和深情的乐曲，特
别适合演奏悠长辽阔的旋律。用马尾弓在琴弦外方拉奏，可
奏双音，发音圆润，音量较小。马头琴除独奏外，还用于民
歌、说书的伴奏，在伴奏民歌时，多用三度、四度的颤音来
模仿演唱的特点。马头琴也常与四胡等乐器合奏。

三、欣赏《万马奔腾》

1、欣赏前认真查看曲谱中带有马头图像的旋律，并查看乐曲
的拍号；

2、初听乐曲，感受三种变换拍子的旋律特点变化和马头琴在
演奏“风吹”“马叫”时的音色变化及演奏方法。

3、观看高宝力现场演奏的《万马奔腾》视频，以视听结合的
方式感受马头琴的演奏。

四、学习音乐知识，完成实践创造第六题



1、变换拍子：在乐曲中，各种拍子交替出现，叫做“变换拍
子”。变换拍子的拍号，一般都记写在拍子变换的地方。假
如拍子的变换有规律的出现，也可以在乐曲开始处一并记出。

2、实践创造第六题

1）视唱《鄂伦春小调》的旋律，感受所具有的整齐划一的感
觉。

2）让学生将《鄂伦春小调》的节拍改为3/4拍（可以有多种
改编方法，不必拘泥于一种，还可以分小组改编）。

3）请学生视唱各种改变后的3/4拍乐谱，体会3/4拍舞曲般的
感觉。更进一步感受2拍子和3拍子的不同特点。

五、继续练习“学习一、二”

六、课堂后下课！

听牧歌教学反思篇四

《草原牧歌》教学反思通过系列教学活动学生在欣赏、体验、
感受音乐中对两部音乐作品所表现的音乐风格和音乐所描绘
的意境等方面有了较深的理解,并更加深入的感知蒙古族的音
乐风格特色，全面的掌握了蒙古族音乐长调和短调的特点。
在引导他们进一步表现音乐时他们兴趣浓厚，表现的轻松愉
悦，并情不自禁随着音乐哼唱曲调。还有些喜欢舞蹈的学生
载歌载舞，使本课的教学目标要求顺利完成。整堂课的教学
音乐性体现较强，氛围浓，效果好。该课的设计以新课程标
准为理论依据，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教学目标及教学结
构，达到了预先设想的效果。通过运用多媒体，视、听结合，
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感受、体验和掌握音乐作品所表现的
情绪及音乐营造的意境这一知识点；通过师生互评，充分激
发学生的兴趣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让学生用



歌声、琴声、舞蹈将自己的情感与音乐产生共鸣。但是，在
教学过程中我还需要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加强师生之
间的亲和力，使自己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到音乐中去。音乐的
审美无处不在，我还需要注重教学板书的设计，让学生更清
晰明了的掌握重点。在欣赏的环节，我可以让学生设计多种
欣赏方式，充分发散他们的思维，这样将会达到更好地教学
效果。总之，通过这一节课的教学，我希望学生学会的不仅
仅是这两首歌曲，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艺术
的美，能够为他们不断学习音乐、喜爱音乐、享受音乐做好
铺垫。对于我自身，发现了一些闪光点，也认识到一些不足，
为今后的教学拓展了思维，积累了经验。

听牧歌教学反思篇五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趑趄犹疑，因为一时决定
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
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有点不敢置信。通常，在我们不
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
过一小段的挣扎，我开始喜欢她诗文中独特的那种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
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
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
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
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
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
蒙古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
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
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或如：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