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 我们的
丰收会教学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篇一

这节课，让我深感每个学生都是很棒的，因为有了他们的创
造，才使我们的课堂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在这个生动活泼的
教学过程中，学生由“心动”到“行动”，充分的发挥了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增强了
同学间的合作意识，使学生在开心、快乐的学习氛围中获得
了审美愉快体验，增强了他们进一步学习音乐的浓厚兴趣和
信心。同时，也使我的音乐教学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篇二

这节课是综合应用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活动。教材呈现
的是果园丰收的情境图，引导学生根据场景中信息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收集信息，选择信息的能力，让学生体
会数与计算的应用价值，发展数学应用意识。

在出示果园丰收的情境图后，引导学生进行整体的观察，说
一说图中有些什么呀？（动物、果树……）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进行局部观察，你发现树下有谁呢？树上呢？还有小白
兔在哪儿呢？它在谁的前面，在谁的后面呢？你能照样子说
说其它的小动物吗？我们从左数小白兔在第几个？从右数呢？
你能照样子说说其它小动物吗？在学生运用“上下”“前
后”“第几个”来描述小动物的位置。



在描述情境图的基础上让学生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前后左右各
是谁？从前数是第几个，从后数是第几个？从左数是第几个？
从右数是第几个？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交流，更熟练地应用
一些简单的方位词来描述自己的位置。初步发展学生的空间
观察。

但在课堂中我发现我的一些问题指向性不够明确，如“根据
这幅图，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学生有的说：“一共
有几个小动物？”也有的说：“小猴排在谁的前面
呢？”……学生把数学问题等同于生活中的问题。因此在这
里我们有必要先进行示范。说出完整的条件与问题，在此基
础上再让学生进行提出问题，通过问题。

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篇三

不容易形成和声的效果，在这部分的学习中我的教学设计上
有些不足，没能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让学生演唱时达到和声
的效果，在此还有待经验的吸取和教学的磨练，并且要以学
生为主题，以参与艺术时间和探索研究为手段，以培养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新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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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篇四

《丰收锣鼓》是一首民族管弦乐曲，表现了我国农民的劳动
生活和喜获丰收的欢乐情绪。乐曲吸收了我国民间吹打音乐
的素材，充分发挥了民族打击乐器丰富多彩的表现功能，既
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特点。乐曲由多段旋律和锣鼓部分组
成，在调性和情绪上形成并置对比，又因主部旋律频频穿插
其间而显得前后呼应和统一。

1、以打击乐器的认识、感受、使用为主线，把教学各环节有
机地联系起来，使教学步步深入。一气呵成。

2、在欣赏《丰收锣鼓》教学时，教师的引导简洁而具有启发
性，学生能充分畅谈自己的感受，思维特别活跃；用自制打
击乐器创编音响时，学生参与积极，想象丰富，创编的成果
丰富多彩——这些环节都较好地体现了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
体作用。

通过学习同学们认识了民族打击乐器，了解了民族打击乐器
丰富的表现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参与学生活动，充分体现
了课程标准的精神，学生们进行学习、互动、参与、积极性
被充分调动了。通过学生体验、分组、讨论，使整个课堂气
氛和谐、融洽和活跃。在聆听、分析乐曲《丰收锣鼓》作品
结构时，学生还不能准确的把握作品结构，还需继续引导与
帮助。

丰收了教学设计公开课视频篇五

今天我们欣赏了民乐合奏曲《丰收锣鼓》，感受了中国锣鼓
经的音乐特色，锣鼓响脚底痒，体会到劳动者锣鼓喧天庆祝
丰收的喜悦。“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金色秋天你收获到
了劳动的硕果吗？要付出辛勤的劳作才能获得成功，同学们
在课程结束后也要好好的反思和总结，或者下节课时，同学
可以用“收获”为主题创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通过自制乐器展示，老师也看到同学们
的创造力！在丰富的节奏型的引领下，学生用自制乐器为原
创小作品配器，既加深了对民族打击乐器的认识，又能在音
乐实践中掌握丰富节奏型，活跃了课堂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