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舞蹈金孔雀教案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
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
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舞蹈金孔雀教案篇一

《金孔雀轻轻跳》是人音版第三册第九课的内容。这是一首
傣族的.儿童歌曲，曲调清新、优美，旋律自然、流畅，好似
傣家小姑娘与小孔雀那轻巧的舞步，姿态翩翩。我针对这一
学段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和好奇、好动、模仿力强的身心特
点设计本课。采用歌、舞、图片、游戏等相结合的综合手段
进行直观教学。

在本课中，我充分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既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又起到了很好的教学辅助作用。

例如：舞蹈《雀之灵》片段导入，使学生在观看舞蹈视频的
过程中，熟悉孔雀的特点，自主发现并能够模仿孔雀舞
中“孔雀头冠”的动作。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乐
于和老师一起探究“舒展羽毛”、“展翅开屏”的舞蹈动作
以及模仿出老师做的孔雀舞动作；再如，图片视频“傣族风
情”，学生通过大屏幕浏览“孔雀之乡”，欣赏完短片之后，
学生对傣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及情感；
此外，我制作的“卡拉ok”式的歌曲视频也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图片和歌词相结合，学生快速地熟悉并理解了歌词，同时，
通过生僻字标注，学生也能在观看中解决生字。

在本课教学中，我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聆听、表演等各
项音乐活动，通过音乐艺术实践，有效提高了学生的音乐素



养，增强了学生音乐表现的自信心。

首先，学生通过探究、模仿，掌握了孔雀舞的基本动作，在
相互比美的情景中，增强了表现力，提升了舞蹈气质；在模
仿葫芦丝模唱的环节中，提示学生嘴巴放松、轻唱，声音连
贯、自然等，训练其发生方法及演唱技巧；我引导学生用食
指模仿孔雀轻盈的脚步和它一起舞蹈，以此来感受歌曲节奏，
并渗透轻声演唱；我还引导学生通过用线条、图形或舞蹈动
作，来记录所感受到的音乐，培养了学生对音乐的鉴赏力及
表现力……此外，我还通过“对口型学唱”、“接龙学唱”
等方法，使学生在趣味活动中，进行听唱法学唱的训练。

1.我对时间的掌握不够好，有些环节显拖沓，以至于欣赏部
分进行得很匆忙。

2.课件出了点儿小问题，虽然自己弹唱弥补了，但还是影响
了教学效果。

在以后的教学中，应多多积累经验，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更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智慧，面对生成资源，
从容面对，巧妙解决。此外，要调整好上课节奏，以达到更
好的教学效果。

舞蹈金孔雀教案篇二

《金孔雀轻轻跳》这首歌，是一首描写傣族风情的儿童歌曲，
为了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强烈兴趣，我思考应该在教学过
程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手，调动学生的参
与意识，所以我先表演了一段傣族舞蹈，营造了轻松愉快的
音乐氛围。

1.为整节课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调。

2.顺理成章导入课题。



如果说过去的音乐教学只是“教学生唱歌”，那么，我感觉
到现在的音乐教学不仅是教学生唱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有
兴趣的、主动地融入到音乐中来，这是我在备课、预设过程
中的点滴思考。课堂生成亮点：

1.观看傣族民俗文化风光视频，把学生带入一个美轮美奂的
世界。音乐与相关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有利于扩大学
生音乐文化素养，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及艺术审美
能力的培养。

2.这节课我把感知放在重要位置。听，是感知与理解音乐的
前提条件，也是艺术实践最重要的过程，因而要从听入手，
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熟悉音乐的旋律，再引导学生从歌
词中感受歌曲的情感。又因为少数民族的歌与舞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初听音乐的时候，我让学生观看歌曲视频，使学生感
受到歌曲的抒情优美，又激发学生学习本首歌曲与热爱傣族
的热情。

3.课堂中人人参与编创傣族舞，真正做到了“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发挥学生的编创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
去带动学生。学生们通过本节课的活动，感受到了音乐的美，
更勇于表现美，真正做到了新课标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教育
理念。

1.由于初次上本节课，个别学生积极兴没调动起来，使课堂
少了一些生机。

2.自己普通话还有待与提高。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艺术是永无止境的，新课程标准
需要我们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更要我们勇于反思，只有不
断反思，不断总结，才能提升自己教学理念.



舞蹈金孔雀教案篇三

我选教的是人音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金孔雀轻轻跳》这
首歌，这是一首描写傣族风情的'儿童歌曲，为了激发学生对
音乐学习的强烈兴趣，我思考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新课程
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手，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引领学
生用身体感觉音乐，用语言描述自己的体验，甚至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切身的感受。比如，一开始，全班学生听着《火车
开了》以旅游的形式和老师一起跳起来，营造了轻松愉快的
音乐氛围，为整节课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调。

如果说过去的音乐教学只是“教学生唱歌”，那么，我感觉
到现在的音乐教学不仅是教学生唱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有
兴趣的、主动地融入到音乐中来，这是我在备课、预设过程
中的点滴思考。

这节音乐课，我向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请教，经过她们多次
认真指导，我把大家的意见容入自己的教学设计里面。但自
己试教后我发现效果一般，我重新理清思路。由于各个学校
学生的素质不一样，应该以学生为本，逐步明晰师生互动的
思路，以及这学期来课堂常规的培养方面如何在课堂中得到
充分的体现。我重新设计了教案。

忘不了第一次开课的经历，面对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们期盼
的目光。我鼓起勇气与孩子们一道走进了音乐的殿堂。当我
与孩子们一道身心陶醉于傣族风情的余韵、孔雀舞的优美舞
姿、音乐美妙的旋律时，一些环节不如自己预设的那么美好，
课上的我总觉得非常紧张，一直担心会出错。过多的担心使
我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没有完全放松，达到最佳状态。当然，
我作为一个当局者，也许对自己失误还没有能看得更清楚，
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许多，但是，我的体验是真实的。有了
这样的遗憾、有了这样的体验，未尝不是一种积累和心得。



舞蹈金孔雀教案篇四

人音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金孔雀轻轻跳》，这是一首描
写傣族风情的儿童歌曲，为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我思
考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手，
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引领学生用身体感觉音乐，用语言描
述自己的体验。

一、音乐内容直观化

《金孔雀轻轻跳》是我国少数民族傣族的歌曲，在导入这节
课时，我首先让学生欣赏教师带来的孔雀舞。从同学们讨论
对孔雀的认识后给他们看孔雀的图片(白孔雀、蓝孔雀、绿孔
雀)，孔雀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那里四季如春，而且那里
还有“孔雀之乡”的美誉。把学生带入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
界。从孔雀入手介绍傣族的民俗风情(泼水节、竹楼)。

二、培养学生表现音乐的能力

新音乐课程标准中提到音乐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自信的演唱、
表演能力，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
达个人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使
学生享受到美的愉悦，受到情感的陶冶。在学习《金孔雀轻
轻跳》时，我采用的是整体听唱法教学，在学习过程中，让
学生自己讨论、发现和解决歌曲难点。通过反复聆听，以及
葫芦丝演奏歌曲，让学生了解要用抒情优美的声音演唱歌曲。

三、拓展音乐知识，扩大音乐文化视野

新音乐课程标准中告诉我们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
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
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
感觉，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
在学生掌握歌曲《金孔雀轻轻跳》之后，我让学生总结出傣



族音乐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少数
民族的音乐。以激发学生深入了解、学习的热情。

这一节课后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之处，具体概括如下：

一、教态亲切但不够精练，衔接词语太过贫乏。低段学生的
教学应该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开始，教师应该多用孩子般
的语气和他们沟通交流。

二、课堂应急能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的专业
知识，当涉及到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知识领域要善于正视并
交代清楚愿意和同学们课后一起去寻找答案。

三、在课堂中教师对学生演唱歌曲的状态还需要贯穿整个课
堂中，应做到抬眉亮眼，嘴型竖一点，声音要竖，打哈欠的
感觉，如：用高位置念题目、念歌词等。

《金孔雀轻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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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金孔雀教案篇五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县级的评优课比赛活动，这次比赛采用
同课异构的形式，比赛的课题是小学音乐二年级上《金孔雀
轻轻跳》这首歌，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傣族风味的歌曲，曲调
清新优美，描绘了傣族小朋友和漂亮的小孔雀在河边轻轻的
跳舞的美丽情景，为了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强烈兴趣，我
思考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
手，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引领学生用身体感觉音乐，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切身的感受。

课一开始，全班学生听着《月光下的凤尾竹》拍手进教室，
营造了轻松愉快的音乐氛围，为整节课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
调。接着用了以学生听、说、唱、跳、创为主，了解傣族风
俗为辅的手段来教授本课。下面我就从优点和缺点两方面对
本课进行教学反思。

优点二：学生们通过本节课的活动，感受到了音乐的美，更
勇于表现美，敢于表现美。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因此，我
设计了让学生为歌曲编创舞蹈这一环节，鼓励学生开动脑筋，
自由编创舞蹈动作，通过身体语言来表现歌曲，在唱唱跳跳
中再一次体验歌曲风格。学生们兴致很高，积极思考，虽然
最后有些学生舞姿不是很优美，编的动作甚至有些可笑，但
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这就达
到了本环节的教学目的。

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教学过程将学生从传统的教学模
式中解放出来，给学生以最大的空间感受、体验、想象、表
现的机会，从而能够充分展示才华、挖掘潜力、释放情感、
体验成功。

接下来，我谈谈本堂课的不足之处：

缺点一：我的语言有些太书面化，太生硬，语言还不够精炼，



低年级孩子对有些话语不能更好的理解，感觉学生和老师之
间有距离。

缺点二：课堂上的应急能力不强，对于学生临时的一些问题
不能即使恰当的给予解答。

缺点三：对学生的评价不够。当学生表演完后，应及时的指
出优缺点，以利于其以后做得更好。具体的评价语言比较少，
学生不明白应从哪方面改进。今后在课堂评价方面应予以加
强。

在这次评优课比赛中，我荣获了小学组比赛的一等奖，这与
学校领导和同组音乐教师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经过她们
多次认真的听课、评课、指导，我把大家的意见融入自己的
教学设计里面。虽然比赛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我从中收获着
新课改带来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收获着成功的喜悦
与汗水。

总之，音乐是快乐的艺术，是美的艺术。在这充满美的课堂
上，我们音乐老师应该象园丁一样为孩子提供一个适合自己
的土壤，精心的培养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感受音乐的神奇
与美妙，感受生活的灿烂与美好。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不
断的总结自己的优缺点，探寻更好的教学方法，与同学们共
同创造一个快乐和谐的音乐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