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篇一

巩固应用，进一步内化策略，我在作业纸上设计了一组练习
题，并且明确要求学生用从条件出发思考的策略，理清条件
和问题之后再来解决问题，在学生交流汇报时，重点让学生
讲讲自己的思考过程，进一步帮助学生体会到用这种策略解
题的好处。

纵观本课的教学，我感觉自己的教学语言还不够精炼，教学
过程中还不够完全放手，例题教学时间有些偏长，导致后面
学生做练习时间紧凑，在教学中设计的提问还应进一步明确
核心。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应进一步做到注意倾听学生的回
答，并且要及时抓住学生回答过程中的闪光点，从而将学生
的思维向更深处挖掘。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篇二

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的
能力，铺设学习的台阶。有课内延伸至课外，扩展学生知识。

教学重点

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感受圆舞曲的特点及乐曲中不同的音乐
情绪。

教学难点



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感受圆舞曲的.特点及乐曲中不同的音乐
情绪。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准备

钢琴、小乐器

教学过程

环节名称

环节目标（设计意图）

操作过程

环节反思

备注

导入

1、师：今天老师带来一首乐曲送给大家，请小朋友仔细听一
听，并随着音乐动一动。《法（听国号》伴奏，师第一段拍
手，第二段跟着旋律跳一跳）2、师：这首乐曲是几拍子的？
（生答三拍子）刚才老师听了这首曲子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你们有没有想跳舞的感觉？那就一起来试一试，先听老师讲
解一下舞蹈动作。请男生把手放在背后，象小绅士一样，请
女生象小公主一样手提裙摆。记住，音乐是舞蹈的灵魂，我
们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拍跳舞。（播放《法国号》，师带着
学生跳舞）3、师：刚才我们所跳的是圆舞曲（写黑板上），
它又叫华尔兹，它是一种可以转圆圈的舞蹈。



欣赏《小狗圆舞曲》

1、初听：师：你们知道小狗为什么来吗？其实它也想来跳圆
舞曲。你们听，它跳的正欢呢！2、介绍乐曲并简单分段赏析：
师：请小朋友比较一下《小狗圆舞曲》和《小猫圆舞曲》，
它的速度怎样？又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呢？（速度更快，钢
琴）非常棒，这首乐曲速度飞快，因此又被称为《一分钟圆
舞曲》。这首乐曲是波兰作曲家肖邦写的，你听这段音乐，
能说说你觉得小狗在干什么吗？（师弹奏钢琴，生叙述）小
狗想咬住自己的尾巴，便不停地转圈圈，肖邦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写下了这首乐曲。如果改成这样的旋律，你觉得好吗？
为什么？（师再次弹奏不同的旋律）中间,你觉得小狗在干吗？
（师弹奏第二段）小狗转的头晕了，于是休息片刻，摇摇晃
晃的走着。最后又开始追逐自己的尾巴。3、完整欣赏：

师：这首乐曲有趣吗？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板书设计

小狗圆舞曲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篇三

在教学中将重难点分三个环节来突破:第一个环节是创设情境，
引入新知当学生发现这些加法算式都是"相同加数相加"时，
并体验到相同加数相加的实际问题很普遍时，引导学生通过
看一看，说一说、算一算，比一比从"相同加数"和"相同加数
的个数"两个角度去看问题，进而抽象出乘法算式。第二个环
节是由"扶"到"放"探究新知，以2+2+2+2=8为例让学生从中认
识乘数、乘数、积，并知道两个乘数分别表示相同加数和相
同加数的个数。从学习加法时只关注整体里的具体数量，到
关注整体的个数，学生的思维视角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学生
思维层次的提升。在这过程中我利用了图与乘法算式的转换，
深化学生对乘法意义的理解。比如，练一练的第二题"看图列



乘法算式"学生通过观察图形摆放特点，利用转化的办法将其
分成了几个相同的`部分，巧妙地运用乘法知识解决了问题，
体会到乘法计算的简便。同时，教师也培养了学生从不同角
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习惯，体现了解决问题策略多样化的教
学思想。最后一个环节通过分别用连加和乘法算式表示一共
有多少个桃(20个3相加)来让学生亲自感受乘法计算的简便。
尽管他们还不会说出"乘法就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
算"这样的结论，但是从学生稚嫩的表达中，得知"乘法就是
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这一结论已植入学生的心中。

当然,在这节课中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今后还要
继续思考与反思。努力做到真正的读懂教材，读懂学生，读
懂课堂，让每一节数学课都成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课堂。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中有小鸟失去家园这一环节，通过引导，学生的心马上
为小小鸟担忧起来，学生自己开始想办法？怎么帮？从而教
育学生保护环境，保护绿化。最后总结遇到困难要膺任而上。
当然，本课设计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教室的安
排应做到更加情境化，头饰应做到人手一个，师生应当配合
的更加默契等等。在今后教学中应做到尽善尽美。

通过以上反思和总结，我明确了今后应采用的.办法：一、抓
好常规工作，平时课堂的点点滴滴都要强化，规范。二、以
学生为本去设计教案教学。三、多关注男同窗，多激励表扬
进而激发其学习音乐的兴趣。

采茶舞曲教案反思篇五

《小狗圆舞曲》又称《一分钟圆舞曲》或《瞬间圆舞曲》。
由波兰作曲家肖邦作于1846～1847年间。初作为钢琴曲，后
被改编为长笛曲、管弦乐曲等。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表演和编创活动，突出小狗圆舞曲的主题，培
养学生的爱心与观察能力。

2、理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地演唱，并能发挥想象力编创动
作表演。

3、能选择适当的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4、运用×和×编创节奏，并能背唱自己熟悉的有关小动物的
歌曲。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自主创编动作表演，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
编创热情。

2、学习用欢快活泼的动作表现自己感受到的意境与情感，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今天老师带来一首乐曲送给大家，请小朋友仔细听一
听，并随着音乐动一动。（听《法国号》伴奏，师第一段拍
手，第二段跟着旋律跳一跳）

2、师：这首乐曲是几拍子的？（生答三拍子）刚才老师听了
这首曲子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你们有没有想跳舞的感觉？
那就一起来试一试，先听老师讲解一下舞蹈动作。请男生把
手放在背后，像小绅士一样，请女生像小公主一样手提裙摆。
记住，音乐是舞蹈的灵魂，我们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拍跳舞。
（播放《法国号》，师带着学生跳舞）



3、师：刚才我们所跳的是圆舞曲（写黑板上），它又叫华尔
兹，它是一种可以转圆圈的舞蹈。

二、新授

1、初听《小狗圆舞曲》

师：今天，还有一位会跳舞的小伙伴也来到我们的音乐课堂，
它是谁呢？听了下面这首乐曲你们就会找到答案。不过这个
小伙伴对你们可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静静地看它跳舞。如
果实在想说出它是谁，你可以用动作表示出来。

2、复听《小狗圆舞曲》

师：原来是小狗在跳舞（在黑板上写“小狗”），这首《小
狗圆舞曲》是美国作曲家安德森写的一首管弦乐曲。小狗的
叫声是用小提琴来模仿的。那小狗跳的这首曲子是几拍子的
呢？它跳舞时的情绪和舞步有没有变化呢？带着这两个问题，
请你们和老师一起用图形来表示我们所听到的。（在听音乐
的过程中，师在黑板上画图形谱）

3、欣赏第一部分

师：通过刚才我们一起画的图形谱，你们觉得小狗是怎样跳
舞的呢？（学生叙述）小朋友，你能说一说，为什么这里的
线条变粗了呢？你从音乐里感受到了什么？（生叙述：音乐
加重了，乐器加多了）其实，一开始的音乐快慢交替，描绘
了一只天真活泼的小狗在悠闲自在地翩翩起舞，后来啊，很
多小狗都被吸引过来了，也开始跳起了圆舞曲。让我们再来
感受一下乐曲的第一部分，请你跟着音乐轻声地哼一哼。

4、哼唱主旋律

（1）师：这一直在乐曲中反复出现的旋律就是主旋律。请你



跟着老师的琴声用la和da来唱一唱。

（2）加歌词演唱

师：用la来唱有点单调，所以老师加上了歌词，我们一起来
唱一唱。

5、欣赏第二部分，跟着跳一跳

师：这只小狗越跳越兴奋，越跳越起劲，它开始在舞池里快
速地旋转，让我们一起跟着它跳一跳。（手，踮脚）

6、欣赏第三部分

师：大家都听出来了，原来和第一段旋律相似。那么我们把
这段旋律称为a，第二段称为b，第三段呢，和a段旋律相似，那
我们就称它为a′。

7、完整欣赏

师：小狗想邀请我们一起加入他们的舞蹈，小朋友们愿意吗？
不过一直跳舞有点累，所以我们听第一段时轻轻地跟着旋律
演唱，听第二段时就跟着小狗跳舞，听第三段时我们边唱边
学小狗的动作。

8、尾声

师：在乐曲的尾声部分谁出现了？（小狗）对呀，突然的几
声狗叫使正在专心跳舞的小狗大为震惊，这时的音乐用了什
么样的旋律呀？（一连串上行音）

没错，一连串的上行音，形象地描绘了小狗听到小狗的叫声
后迅速逃离舞池的场面，就这样，作曲家巧妙地结束了全曲。



这首乐曲就是由4小节的引子加上a段、b段、a′段，还有这个
小狗出现的尾声组成的。

三、欣赏《小狗圆舞曲》

1、初听

师：你们知道小狗为什么来吗？其实它也想来跳圆舞曲。你
们听，它跳的正欢呢！

2、介绍乐曲并简单分段赏析

师：《小狗圆舞曲》的速度怎样？又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呢？

（速度快，钢琴）

非常棒，这首乐曲速度飞快，因此又被称为《一分钟圆舞
曲》。

这首乐曲是波兰作曲家肖邦写的，你听这段音乐，能说说你
觉得小狗在干什么吗？（师弹奏钢琴，生叙述）小狗想咬住
自己的尾巴，便不停地转圈圈，肖邦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写
下了这首乐曲。如果改成这样的旋律，你觉得好吗？为什么？
（师再次弹奏不同的旋律）

中间，你觉得小狗在干吗？（师弹奏第二段）小狗转的头晕
了，于是休息片刻，摇摇晃晃的走着。最后又开始追逐自己
的尾巴。

3、完整欣赏

师：这首乐曲有趣吗？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四、小结



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音乐课堂真热闹，其实用小动物
作题材的乐曲还有很多，下一次老师再给大家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