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 五年级音乐民歌
欣赏的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篇一

欣赏西藏民歌

教学目标

一、能够对西藏民歌有初步的认识，了解西藏民歌常见的节
奏特点。

二、通过对比欣赏蒙古、新疆的民歌，感受西藏民歌的风格。

三、初步了解西藏民间舞蹈特点。

教学重点

通过对比欣赏，分辨不同民族的音乐特点。

教学难点

根据西藏音乐，创编舞蹈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走近西藏音乐

1、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2、屏幕播放《走进西藏》

（二）视听感受、了解西藏民歌节奏特点

1、教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走进西藏》，你们对西藏有
哪些了解？

学生：西藏有高原、雪山，有喇嘛，转法轮，有许多的庙宇，
有大大的佛像，有青颗酒，有洁白的哈达，有闹分裂的**喇
嘛，有金瓶签定的'转世灵童。

2、教师：今天老师带你们欣赏西藏民歌，请看大屏幕，音乐
响起才旦卓玛演唱的《宗巴朗松》。

3、听后提问：你们对西藏歌曲了解多少？给你们的印象最深
的是什么？

藏族歌曲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洗衣歌》、《北京的
金山上》，比较流行的有《高原红》、《神奇的九寨》、
《青藏高原》。

4、教师：西藏被称为歌舞之乡，藏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
文化，藏族音乐可分为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三大
类，《宗巴朗松》属于民间音乐的歌舞音乐。

（三）对比欣赏西藏民歌和蒙古民歌

1、播放《走进西藏》歌舞片断，蒙古民歌《草原夜色美》。

2、分组讨论西藏民歌、蒙古民歌以及新疆民歌的不同音乐特
点。

西藏民歌：歌声嘹亮、高亢，乐器主要有藏京胡（形制与二
胡相近，男子边奏边舞）、铁琴、神鼓等。



蒙古民歌：旋律舒展悠长，节奏自由，句幅宽大，富有浓郁
的草原气息。蒙古乐器主要有马头琴。

新疆民歌：旋律生动活泼，热情奔放。主要乐器有弹布尔、
东不拉、独它尔等。

小结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篇二

音乐欣赏是初中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音乐
兴趣，扩大音乐视野，提高音乐感受、理解、鉴赏能力以及
发展想象力，丰富感情、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音乐
欣赏对学生的教育作用是其它任何教学手段所不能替代的，
我对近几年的音乐欣赏的教学谈谈几点体会。

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教学

音乐欣赏教学程度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二、欣赏教学时精讲多听

必要的作品分析和知识介绍应该主动、精练、富有启发性，
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音乐上来，通过师生间的讨论，听赏
等共同活动，使学生深入体会作品的思想内容。

三、对比教学，灵活多变地设计不同课型

1、以题材为中心设计课型以某一题材为中心，将不同表演形
式的音乐、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进行音乐欣赏教学。

2、以演唱（奏）形式为中心设计课型这一课型将同一音乐表
演形式、内容、主题不同的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开展音乐欣



赏教学。

3、以作品曲式与体裁为中心设计课型这一课型将同一曲式结
构或乐曲体裁的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四、音乐欣赏教学时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联想等能力

想象和联想是音乐欣赏者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是欣赏教学
中带有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在欣赏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启发他们对音乐的丰富想象力，引导他们准确
地体验音乐情感。

总之，新课程理念下的音乐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现才艺的
舞台、生从师教的课堂，而是以学生为主，师生共营的课堂。
在教学中，应带领学生顺序渐进，重在参与，重在过程，有
良好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应以发展性评价的方法去
促进、完善。千万不要出现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理。并且在
开放式提问题与体验式教学法的实践中，一定要以发展、激
励、发现为指导思想，努力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得到快乐，
产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能力，陶冶性情，从而达到促进
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是不
能“教”的，音乐的非语义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教学机制
主要不是依靠讲授和诠释的方式来进行。根据苏霍姆林斯基
所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
乃是唤起青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致使我们
在音乐欣赏课中必须重视体验式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参与体
验中，感受到音乐情绪带给自己的影响，激发学生学习音乐
的兴趣与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音乐欣赏课作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可
靠性、可检测性、服务性、易操作性，初中阶段正是开展音
乐教育的最佳时期，万万不可错过。

如何做好初中音乐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音乐欣赏课教学工作总结

初中音乐教学反思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篇三

【导语】本站的会员萧乞儿为你整理了“如何做好初中音乐
欣赏课的教学反思”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教学

音乐欣赏教学程度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二、欣赏教学时精讲多听

必要的作品分析和知识介绍应该主动、精练、富有启发性，
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音乐上来，通过师生间的讨论，听赏
等共同活动，使学生深入体会作品的思想内容。

三、对比教学，灵活多变地设计不同课型

1、以题材为中心设计课型以某一题材为中心，将不同表演形
式的音乐、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进行音乐欣赏教学。

2、以演唱（奏）形式为中心设计课型这一课型将同一音乐表
演形式、内容、主题不同的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开展音乐欣
赏教学。

3、以作品曲式与体裁为中心设计课型这一课型将同一曲式结
构或乐曲体裁的音乐作品组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四、音乐欣赏教学时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联想等能力



想象和联想是音乐欣赏者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是欣赏教学
中带有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在欣赏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启发他们对音乐的丰富想象力，引导他们准确
地体验音乐情感。

总之，新课程理念下的音乐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现才艺的
舞台、生从师教的课堂，而是以学生为主，师生共营的课堂。
在教学中，应带领学生顺序渐进，重在参与，重在过程，有
良好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应以发展性评价的`方法去
促进、完善。千万不要出现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理。并且在
开放式提问题与体验式教学法的实践中，一定要以发展、激
励、发现为指导思想，努力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得到快乐，
产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能力，陶冶性情，从而达到促进
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是不
能“教”的，音乐的非语义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教学机制
主要不是依靠讲授和诠释的方式来进行。根据苏霍姆林斯基
所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
乃是唤起青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致使我们
在音乐欣赏课中必须重视体验式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参与体
验中，感受到音乐情绪带给自己的影响，激发学生学习音乐
的兴趣与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音乐欣赏课作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可
靠性、可检测性、服务性、易操作性，初中阶段正是开展音
乐教育的最佳时期，万万不可错过。

如何做好初中音乐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音乐欣赏课教学工作总结

初中音乐教学反思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篇四

《映山红》这首歌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柔美细腻、
悦耳动听的旋律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
之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正如歌词写的“夜半
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的红军来，岭上开遍
映山红”。每一句歌词都有一个“盼”字，这个盼字让我们
深刻体会到急切盼望的心情。无数的人愿意用各种属于他们
自己的方式来演绎着这首经典歌曲，红歌会一直影响着我们，
它会一直陪着我们，一直激励着我们，一直鼓舞着我们，一
直不会消失。它会一直传承下去。向红歌致敬，向经典致敬，
向红军英雄致敬。

天鹅湖音乐课教学反思篇五

身为一名到岗不久的老师，课堂教学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在
写教学反思的时候可以反思自己的教学失误，如何把教学反
思做到重点突出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在中亚细亚
草原上》音乐欣赏教学反思，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是俄国作曲家包罗丁的一首著名的交
响音画，也是交响音画中的一个极品。但是由于包罗丁一生
的作品不是很多，熟悉他的人也很少，因此他的这首作品几
乎没有学生知道。

这首音乐是一首“标题”作品。作者曾在总谱上写了一段说
明文字：“在中亚细亚单调的砂质草原上，第一次传来了罕
见的俄罗斯歌曲的曲调。可以听见渐渐走近的马匹和骆驼的
脚步声以及抑郁的东方音调。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卫护
之下从广袤的沙漠中走过。他们安然无虑地在俄罗斯队的保
护下完成漫长的旅程，越走越远，俄罗斯和东方安详的曲调
和谐的交织在一起，他的回声长时间萦绕在草原上，最后消
失在远方。”与其它的欣赏课不同，作者这段话概括了这首



乐曲所要刻画的音乐形象，因此以往在欣赏课中作为重点分
析的音乐形象就无须再费力了。我把感受、体验乐曲中音乐
要素在表现音乐情绪、刻画音乐形象方面的作用作为本节课
教学的重、难点。

音乐欣赏课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一直是一个难点，而欣赏这样
的交响曲，更要难上加难。一是学生的欣赏水平有限；再有
学生的兴趣取向决定了学生对这种很难听得懂的音乐不是那
么感兴趣。因此在设计本课时，我着重于问题的设计，即提
出的问题既要有针对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欣赏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
扩大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实践，使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欣赏教学的重
要性，同时也体会到音乐欣赏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欣赏教学以音乐为本，以学生为本

音乐感受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的培养，当然都不可能离开音
乐、音响和人的听觉，倾听是音乐欣赏的主要方式。因此，
我们提供学生们鉴赏的音乐必须是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
最能激发学生美感的艺术精品。这样才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获得美好的音乐享受，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
感受与鉴赏音乐的经验。

2.欣赏教学要注意引发学生想象和联想，激发学生的创造能
力

欣赏教学要使学生将生活经验与音乐作品的表现手段联系起
来，促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欣赏教学启发学
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由描绘性音乐
引起联想；二是由情节性音乐引起联想；三是由音响感知和
情感体验引起自由的想象。前两种方式比较浅显、易懂，也
比较容易收到效果，后一种方式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以及



相当的欣赏能力。

3.教师的讲解、提问，力求简明、生动，富有启发性

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对欣赏曲进行讲解、提问是必要的。
但是，教师的讲解力求精简、生动，多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和
主动表达，多采用先简要提示后倾听音乐，再让学生进行探
索的方法，有些作品还可以采用让学生在倾听之后，再作探
索讨论，最后由教师作必要的讲解和提示。

4.巧设疑问，激发学生兴趣

交响音画是交响音乐的一种形式。交响乐被冠以“高雅音
乐”多由于他的难懂，不具有大众性。虽然《在中亚细亚草
原上》是一首标题音乐，作者对乐曲做了详尽的解释，但是
乐曲的特点决定了其欣赏的难度。而让十岁的孩子们听这样
的音乐并且要求他们兴趣高涨，也确实勉为其难。因此在导
入新课的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问题，来激发学生兴趣。

生：？？（表情茫然）

师：分组讨论一下，看谁有办法？

生：分组讨论。

因为学生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交响诗、交响音画等音乐题材，
所以学生在讨论之后仍旧没有找到办法。但是好奇心理驱使
学生们想得到答案，这时再向学生介绍交响诗、交响音画这
种音乐体裁，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难懂，而且很想听这种音
乐，为下面的教学又做了铺垫，效果很好。

5.抓住典型段落，突破重、难点

在教学设计中，我把学生感受音乐要素——力度在表现音乐



情绪、刻画音乐形象方面的作用作为重点，同时这也是学生
在欣赏分析方面的一个难点。为此，我决定抓住乐曲中的典
型段落与学生共同攻克难点。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乐曲风格总体比较婉转、静谧，但
是中间有一段音乐的音响非常大，力度很强，用学生的话来
形容是吓了“一跳”。我抓住这段落向学生提出了问题。

师：本来很优美的音乐，作者为什么再此处用这样强烈的音
响？

生1：有危险情况发生了。（有学生笑）

生2：遇到险情发生战争了！（学生大笑）

师：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从开始的轻

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大，是为什么？

生3：骆驼队从远处向我们走来。

师：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声音最大？

生4：越来越近。

师：越来越近的结果是什么？

生5：走到我们的眼前！

师：非常正确！作者的音乐刻画了骆驼队由远及近，直到来
到我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作者是通过利
用音乐力度的变化来表现的，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了音乐的力
度在刻画音乐形象上的重要作用。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的参与意识非常强，而且学生



的答案各不相同。这也正是体现了音乐欣赏教学的一个重要
的作用——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欣赏教学是小学阶段的难题，由于学生的年龄特征与乐曲的
思想内涵之间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使得欣赏教学并不是想
象的那么受学生欢迎，因此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综合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