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歌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牧歌教学反思篇一

父爱似在我饥寒交迫时的一把火炬；

父爱像在我锋芒毕露时的一句提醒；

父爱若在我孤立无援时的.一次帮助；

父爱如在我义愤填膺时的一丝安抚；

父爱似在我精疲力竭时的一杯冷饮；

父爱像在我泱泱不乐时的一点关怀；

父爱若在我语无伦次时的一次告诫；

父爱如在我进退维谷时的一回激励。

父爱深深，陪我走天涯。父爱浓浓，伴我闯海角。

牧歌教学反思篇二

试图从蒙古音乐入手，探讨与感受蒙古音乐中有本民族特色
的弦乐、舞蹈、歌曲以及它们的艺术魅力。让学生通过课前
查找有关“蒙古”的资料，使其知道除了课堂以外，还可以
从多渠道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材料，使之形成自我寻找答
案、自我构建知识的意识；继而在课堂上不断地为学生创设



参与体验、主动探索、积极实践的条件，使学生在欣赏、想
象、表达、模仿、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中获得经验、获得能力。
本课例力图激发学生对“蒙古音乐”的兴趣以及进一步了解
蒙古音乐文化的愿望，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回味，
符合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节课设计了三个教学领域。

第一， 感受与鉴赏。从课前热身的蒙古音乐到蒙古文化的

了解都是基于学生自身对蒙古的印象，目的是让课的序幕在
一种学生纯自然感受上拉开的，而并非老师强加上去的，老
师的角色只是个引导者。

第二，体验与表现。音乐源自于生活，课的开始借用影像片
段将同学们的视线、听觉逐渐拉向传统的蒙古音乐。课的主
线是蒙古弦乐、舞蹈和歌曲，通过学生欣赏、模仿、表演等
来完成，让他们觉得原来遥不可及的音乐与自己的距离如此
贴近。

第三、实践与创造。对于学生们的创作与表演，不求完美精
细，但求投入开心，使他们体会到真正的蒙古音乐特点。

这三个教学领域我主要通过应用现代化媒体和让学生充分参
与活动两大手段来完成，有了视觉、听觉的刺激，再加上让
学生尽量地动起来，进一步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体
验进而喜欢，并以正确的态度接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牧歌教学反思篇三

根据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
“兴趣爱好为动力”的理念。在设计本课时，我主要从学生
的学习兴趣入手，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六年级的学生主动参与意识
不强，于是我发挥个人专长，增添课堂色彩。我擅长的是民



族舞蹈，而《天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我国蒙古族
音乐，我加入舞蹈进行本堂课教学，消除学生的紧张感和陌
生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聆听音乐、感受音
乐、表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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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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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歌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内容：

聆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小黄鹂鸟》演奏《筷子舞》
《银杯》

教学目标：

通过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天堂、万马奔腾，三首不同风
格的歌曲，感受了解蒙古草原音乐的魅力并了解两首乐曲产
生的时代背景，表现内容、旋律特点及音乐形象。

教学重点：学唱欣赏曲的音乐主题。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复习。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聆听全曲。

2介绍演奏家。

3感受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4复听全曲，同时随音乐打拍子。

5学唱主题音乐。

6表演。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学唱歌曲《小黄鹂鸟》，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热爱小鸟的美好感情。

通过合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
乐的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

教学重点：用正确的方法演唱二声部合唱歌曲。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部好。

2发声练习。

3复习。

4节奏训练。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有节奏的读歌词。

4、学习歌曲。

5、演奏《筷子舞》随音乐边唱边打拍子。

6、掌握音乐的强、弱。

7、齐唱。

8、自评、互评。

三、结束部分：小结。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银杯》，培养学生热爱蒙古族音乐，热爱大自



然的美好感情。

2、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乐的
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乐的
感受。

教学重点：复唱时正确演唱。

教学难点：正确演里二声部。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随音乐打拍子。

4、掌握音乐的强、弱。

5、齐唱。



6、指导不足之处。

7、反复练唱。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牧歌教学反思篇五

篇一：草原牧歌教学反思

试图从蒙古音乐入手，探讨与感受蒙古音乐中有本民族特色
的弦乐、舞蹈、歌曲以及它们的艺术魅力。让学生通过课前
查找有关“蒙古”的资料，使其知道除了课堂以外，还可以
从多渠道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材料，使之形成自我寻找答
案、自我构建知识的意识；继而在课堂上不断地为学生创设
参与体验、主动探索、积极实践的条件，使学生在欣赏、想
象、表达、模仿、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中获得经验、获得能力。
本课例力图激发学生对“蒙古音乐”的兴趣以及进一步了解
蒙古音乐文化的愿望，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回味，
符合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节课设计了三个教学领域。

第一， 感受与鉴赏。从课前热身的蒙古音乐到蒙古文化的

了解都是基于学生自身对蒙古的印象，目的是让课的序幕在
一种学生纯自然感受上拉开的，而并非老师强加上去的，老
师的角色只是个引导者。

第二，体验与表现。音乐源自于生活，课的开始借用影像片
段将同学们的视线、听觉逐渐拉向传统的蒙古音乐。课的主
线是蒙古弦乐、舞蹈和歌曲，通过学生欣赏、模仿、表演等
来完成，让他们觉得原来遥不可及的音乐与自己的距离如此
贴近。

第三、实践与创造。对于学生们的创作与表演，不求完美精



细，但求投入开心，使他们体会到真正的蒙古音乐特点。

这三个教学领域我主要通过应用现代化媒体和让学生充分参
与活动两大手段来完成，有了视觉、听觉的刺激，再加上让
学生尽量地动起来，进一步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体
验进而喜欢，并以正确的态度接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篇二：草原牧歌教学反思

根据新音乐课标要求，六年级学生能随着熟悉的歌曲或乐曲
哼唱，或在体态上作出反应。知道常见的中华民族乐器，并
能听辨其音色。在感知音乐节奏和旋律的过程中，能够初步
辨别节拍的不同，能够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能够
感知音乐主题、乐句和段落的变化，并能够运用体态或线条、
色彩作出相应的反应。

聆听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艺术歌曲、通俗歌曲等各种体裁
和类别的歌曲，能够随着歌曲轻声哼唱或默唱。能以不同的
音乐表现形式参与表演。

本节课内容：欣赏两首草原歌曲《草原牧歌》和《天堂》。

本节课教材位于十一册第一课同一首歌之后的第二课，就知
识体系来说，有着呈上启下的.作用，对第一课的内容有着延
伸、深化、更细致，更民族，更具指向性，从《我的祖国》
的氛围中进入民族特色更具体的草原风情当中，让学生更加
真实具体的了解草原文化，草原歌曲音调特点，更加准确的
学习长调音乐，从而更准确、细微的表现这一音乐要素。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音乐才具魅力。尤其蒙古族可以
说就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作为小学最
高年级我觉得学习蒙古族的音乐内容很有必要！

学情分析



1.六年级学生音乐基础较好，对于音乐欣赏、分析能力相对
强一些，他们能够分析较长、相对大些的音乐作品。

2.学生整体对音乐知识、旋律模唱、音准、节奏、情感表现
等音乐要素掌握较好，能够结合音乐说出自己的理解。

3.学生可能会对歌曲较高音准的把握，()较复杂的节奏掌握，
歌曲情感体验等有困难。

教学目标

2、引导学生通过聆听，模仿等方法，感受蒙古族长调音乐的
风格特点，学会听辨乐段，提高学生的音乐感受、鉴赏能力。

3、通过对比欣赏，让学生感受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方法。使学
生喜爱蒙古民歌，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