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通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篇一

当我从一名老资格的教师，转为一名新资格的教研员时，由
于工作对象的变化，产生了工作方式上的变化，对于教研员
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我是比较迷茫的。我做的第一件
事，便是学着其他教研员的样子，下课堂听课。在第一年中，
我几乎听遍了所有教师的课，也对每节课进行了点评。当时，
我不停地从这所学校跑到那所学校，从这个课堂跑到那个课
堂，有时一天要赶几个“场子”，显得忙忙碌碌，也觉得很
充实，老师们也比较配合我的工作。下课堂一一听课，是教
研员的工作内容之一，但对每个人进行听课，使我的工作量
过大，且工作方式较单一，还对一些“老”教师带来了压力，
而对新教师的关注则不够多。于是，我进行了反思，觉得应
该在听课对象上有所调整，不同年龄段的教师，不同能力的
教师，要有不同的侧重。随后，我加大了对年青教师的听课
比重，并产生了一些效应，一些年青教师的教学有了进步。
在初听教师们的课时，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因为我要在
课后作点评，而点评的好坏，是教研员听课评课水平的一大
体现。每当要去听教师的课时，我总要问清楚教学的内容，
并事先作研究，因此，我不但因经常下学校听课而行色匆匆，
而且在办公室，在家里也是没有多少空闲，时常因钻研教材
而误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在听课评课时，虽能对教材、教法
提出一些看法，但缺少一些更有效的指导意见，因此，每次
听课回来，路上仍是心事重重，于是，便找各种资料进行学
习，以充实自己。在那段时间，每当去听教师的课时，教师
对我说：“单老师，你来听课我好紧张……”我便一边安慰



教师：“不用紧张，好好发挥……”，而一边也在问自
己：“我准备好了吗？”。使我获得评课经验并检验我的评
课能力的最好平台，便是市里组织的教研活动，我同样对所
要听的课进行提前的了解，在听课时用心观察和思考，认真
学习别的教研员的评课经验，并逐渐获得了一些评课的信心。
随着参与市教研活动的次数的增加，我的自信心也在增加，
并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找到了工作的自信，我的工作也开
始有了一些起色，并逐渐受到老师们的欢迎。我开始从对课
堂教学方法的研究，扩展到音乐教学的其他方面，如备课、
说课、课件制作、论文、案例等。对教师的上课指导，也从
听课后再点评的方式扩展到当场示范。而这一教研方式，缘
于一次意外事件。我曾经在20xx年第二学期的开学初组织了
一次初中教师备课会议，事先指定了两位教师上课，临到活
动开始前20分钟，其中一位上课教师打来电话，说是生病了，
不能来上课了，而此时，上课的班级已安排好，教师们已陆
续到了听课地点，临时减掉一节课，对活动会带来较大的影
响，也对学生不好交待。为了挽回损失，我便临时上阵，即
兴上课。由于事先对教材作过研究，虽然教学准备资料不充
分，但课还是比较顺利，教师和学生们的反映也不错，一些
教师还提出建议，希望我也到他们的班级去上示范课。我发
现，我的示范教学能带给教师们新的启示，于是我便开始寻
找这种机会。通常，我会对年青教师进行教学示范，尤其当
教师的课上得比较平淡，学生的学习状态不积极而教师没有
能力改变时，我便会走上讲台，接替下教师的教学。这一招
很管用，教师们过后很有启发，而且比先由教师上完课再作
点评，更有效果。一些教师感慨地说：“单老师，你用半节
课就让学生喜欢上了音乐课，而我却把握不住课堂。”我说：
“用你的热情和智慧去教学，用你对音乐的深入理解去教学，
肯定能行。”回顾教研工作起步阶段的经历，我从迷茫开始，
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行进，我在教师眼中的形象，也从略
带疑惑到渐趋明朗。我由此得出一个经验，只有认真做好每
件事，组织好每次活动，评好每节课，才能使自己立足于教
研员岗位上，并能迈开大步继续前进。



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篇二

1、感受歌曲热烈欢快的情绪。

2、学习简单的秧歌舞，能够用乐器为歌曲伴奏。

3、通过演唱歌曲，使学生了解祖国多民族文化，从而更加热
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导入

二、学习歌曲（《秧歌舞》动画欣赏）

1、听音乐练习十字步。

2、学习歌曲。（《秧歌舞》歌曲学习）

（1）播放《秧歌舞》音频，学生听音乐旋律走十字步。

（2）学生演唱歌曲旋律。

（3）按节奏朗读歌词。

教师指导：指导学生按照节奏朗读歌词，感受歌词表现的热
烈情绪。

（4）演唱歌曲歌词。

三、表现歌曲

1、歌表演

2、学习简单的秧歌舞。（民间秧歌舞视频欣赏）教师指导：
指导学生手的动作与脚配合。



四、课堂小结

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篇三

旧是永恒的，新也是永恒的，一切事物永远经历着新与旧的
更替。创新，同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在工作中，不断尝
试着一些新的教研形式，以推动新课程不断前进。

1．“分综式教研活动”。20xx年5月26日在象山举行的“市音
乐教学研讨会暨县323师训音乐课堂教学展示活动”，是一次
先分后综的教研活动。上午，来自市内各县区的教研员和教
师，分头到城区内的九所学校听课，开课者为我县的小学、
初中、高中教师，他们在上午的同一时间上课，课后由各地
教研员组织评课。下午，全体教研员和教师集中到实验小学
听课，并进行集中交流。这次活动的特点在于，我县教师在
一天内向外县教师展示了十节公开课，开课量多，展示面广，
同时，由各地教研员主持进行评课，我县教师与各地教师进
行了广泛交流，最后，又通过集中听课评课形式，综合交流
了上午各个分会场的交流情况。这一先分后综的教研活动，
形式新颖，经过我县教师事先的认真准备和各地教研员、教
师的认真配合，达到了较好的展示、交流、学习、提高的效
果，活动取得了成功。

2．“跨区域式教研活动”。20xx年11月23日，“象山、奉化、
宁海”三县音乐教师在奉化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举行了联合
教研活动，各地推出了一到二节课进行交流，在评课活动中，
三个县教师的教学观点进行广泛了交流。20xx年11月3－4
日，“宁波象山、宁波江东、湖州吴兴”三县区的音乐教师
在象山荔港中学、新港小学举行了联合教研活动，各地推出
了二到三节音乐课进行交流，一些邻近县的教师和教研员也
闻讯前来参加活动。这两次跨区域的教研活动，把外地的新
经验，带到了象山，对扩大象山教师的视野，活跃县内外的
教研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3．“庭辩式评课活动”。20xx年10月30日，全体中小学音乐教
师在文峰学校参加了“县音乐新课程展示暨合唱教学研讨活
动”。这一活动的最大亮点是，在评课环节中，采用了庭辩
式的评课方式。由我任主持人，将评课教师分成正反两方，
正方阐述课的优点并提出支持理由，反方指出课的不足并提
出相关理由。活动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由上课教师分别陈述
自己的教学设计意图，然后由正、反两方各进行小组讨论，
并各派代表提出各自的观点，最后进行自由辩论。这一评课
活动，得到了全体参与教师的积极响应，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活动结束后，大家又积极地到网上继续发表评论，总计有65
位教师发表了评论，一时成为象山教师博客网中最引人注目
的教研事件（中第40号文章）。

4．“表演式备课活动”。20xx年9月20、21日，分别举行
了“县小学、中学音乐备课会议暨音乐教材作品表演会”。
这次备课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增了音乐教材作品
的现场表演。要求各个教研小组在进行教材分析和教学设计
介绍时，同时结合有关教材作品的现场演绎。为了使活动顺
利开展，我提前对各组作了动员，还到部分小组进行指导。
在活动进行中，每个组都有表现，有的是表演唱，有的是歌
舞结合，有的'是模拟教学，形式非常丰富，气氛非常活跃，
教师们乐在表演中，乐在观看中。表演式备课活动，既活跃
了气氛，满足了大家的表演欲，也加深了教师们对教材的理
解。

5．“小组任务式教研活动”。为了激活区域教研小组的教研
氛围，我对各小组布置了任务，要求组长根据县教研计划，
制订本组的活动计划，并按计划开展活动。我对各组的计划
制订，活动策划、开展、小结工作都进行指导和监督。
自20xx年9月份到年底，县内的九个教研小组，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有听评结合的课堂教学研讨，有方便快捷的网
络会议交流，有温馨浪漫的茶座备课会议（一些小组到茶座
开备课会议）等。20xx年10月9日在我县海岛学校举行



的“20xx宁波市边缘地区中小学音乐教研活动”中，小组任务
式教研又发挥了作用。各小组按照听课评课的任务，选派了
人员参加活动，并指定了代表小组发言的评课教师。由于各
组教师提前作了评课发言准备，因此，听课与课后的组内交
流非常认真与及时，并在大会交流时有良好的表现，受到了
市教研员和市区教师的好评。在活动结束后，有18位教师写
了听后感，并发布到网上进行了交流。各小组的教研活动，
在任务驱动下，目标更加明确，主题更加突出，使许多教师
在其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

6．“三加一跟踪式听课活动”。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我总
结以前零散式听课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了听课方式，采用了
三加一跟踪式听课法。首先，提前一周通知教师，作好开课
准备。然后，连续听教师三天的课并进行及时点评，指出优
缺点，每次点评后，要求教师在第二天的教学中作改进。三
天后，对教师三天的教学情况作一下综评，并提出下一阶段
的改进要求，给教师一段时间进行调整。最后，在一段调整
期后，再听一次课，对教师的进步状况作一个评估，包括语
言文字评价和分数评价，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到教师的成长档
案中。三天的连续听课，能在短期内激发教师的教改意识，
并利用三天的高密度备课上课带给教师较大的冲击力，从而
使教师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更加重视对自已教学思想与行为
的改进。而最后一次听课与评估，则带有鉴定的目的，便于
我了解教师的发展潜力，也便于教师了解自己。

7．“网络会议式教研活动”。通常，集中开一次会，就要浪
费教师们花在路上的不少时间，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我推行了网络会议。会议的交流平台是常见的qq群，至今已
举行过多次县音乐教研会议。开网络会议前，事先发个通知，
到了规定的时间，大家便上网进入象山音乐教师qq群中。会
议的签到可从上线教师的状态中一目了然，交谈方式也较简
单，只要会打字就行。网络会议式教研方式，受到了大家的
青睐，一些小组也采用这种方式来开会。会议的成果，可以



通过整理聊天记录来获得，在会议中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
也可以事先写成文稿，放到群共享空间里供大家下载。网络
会议式教研活动，对于平时调课不方便的教师来说，是非常
合适的，同时也节约了开展教研活动的时间与经费，是一种
很便捷有效的教研形式。

8．“图文同步式评课活动”。当音乐课进行时，听课者通常
是不能发出声音进行评课讨论的，因为一来影响上课师生，
二来影响其他听课者，因此，常见的教研活动，总是听完课，
再评课。但是，在音乐课进行中的许多时候，听课教师会临
时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离开了教学现场，会很难捕捉到。
而采用图文同步式评课，便可弥补这些缺陷。图文同步式，
就是在课堂教学进行时，进行同步点评讨论。这里的图，既
可以是教学现场的真实画面，也可以是教学录像中的视频画
面，这里的文，则是以电脑文本方式呈现的，是指每一位参
与活动的教师在qq群中进行实时交流。20xx年3月15日，我组
织小学音乐教师在微格教室进行了录像课的现场评课活动，
大家都登录到qq群，边看大屏幕中播放的录像课，边在qq群
里进行实时交流。这种无声的交流，不会影响大家的听课，
同时，可以把自己对教学的看法或疑问在群里进行展示，尤
其能抓住教学中的细节进行评价。我还可以实时提醒大家关
注重要的教学过程，引导大家思考一些共同的教学问题。
在20xx年8月22日举行的宁波市高中音乐第三次新课程培训中，
我作的高中音乐课评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在大屏幕中播放
录像课的同时，我现场打字进行点评，有声的视频与无声的
文字结合，互不干扰，又对课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实时的评价。
教师们就像看有文字解说的足球比赛那样，获得了一种新的
听课评课体验。在不断面对教研新问题时，我也不断思考着
教研形式的创新问题，并不断在新课程实践中检验着它们的
有效性。在创新的教研道路上，我不断思索着，不断实践着。
脚踏实地开展音乐教研，利用网络拓宽音乐教研，开动脑筋
创新音乐教研，我就这样行进在课程改革的路途上，我的教
研故事也在一天天发生着，教师们的教学观念和音乐课堂教



学面貌也在一天天地改变着。我相信，我和教师们共同携手，
一路同行，以课堂为基地，以网络为翅膀，以创新为动力，
我们脚下的路会更宽，我们眼前的天空会更广。

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篇四

本学期将继续将课改作为中心工作，及时总结义务教育阶段
的经验，深入的学习新课程理论，从整体上领会音乐、课程
标准的内涵。实践中及时消除因片面理解课程标准所走进的
教学误区。教学中突出音乐的本体，实实在在的还艺术教育
的本来面目。加强对教师的培训研究，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
教材在艺术教育中的作用。扎扎实实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注
重学科教学常规的建立，研究活动基于问题，解决问题。贴
近教师与教学实际，顺利完成新的音乐课题的准备研究工作。

音乐学科自主研修感悟篇五

以审美体验为核心，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创造思维。

审美情操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
合作精神的能力。

在学生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

乐于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活动。

能够聆听音乐主题说出曲名，每学年背唱2～4首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