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 夜莺的歌声教学反思
(汇总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一

课文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被游击队员称作小夜莺
的孩子，巧妙同敌人周旋，已哦耨少雪鸟叫，为游击队员传
递信息，协助游击队歼灭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故事。

一开始，我就直奔本课的教学重点，抓住课文中以描写体现
小夜莺机智勇敢的句子为主线，抓住这些句子展开教学，便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引导学生以读为主，以读促悟，
重点深究你是从哪里体现到小夜莺机智勇敢成为本课教学的
重中之重，我从三个环节引导学生深究。

先让学生找体现小夜莺机智勇敢的句子，自己读一读，体会
体会。特别是找出小夜莺语言行动的句子。

让学生把自己找到的句子说一说，说说你是怎样感受到他的
勇敢机智的，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表达出来，我再根据
一定的情况进行补充和引导。

在充分感悟的基础上，朗读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表达学生
对这些语句的感悟能力，也能促进对这些句子的.理解。特别
是各种形式的读，比如个别读，集体读，男女生比赛读，更
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每一次朗读，都表示他们对小夜
莺的勇敢和机智体会得更加深刻了。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二

王君老师说：“没有精深地独立阅读文本这个过程，教学设
计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我喜欢阅读文本，文本中的每一
句话、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每每讲新课，课文读
个三四遍是不可少的，但是看着这些名师的手札，我才知道
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对语文课、对课堂有如此深的理解，
但是他们依然在一遍一遍地读、老老实实地读，对文本有全
面深刻的理解之后再开始认真地备课。才能形成“比较雅致
的以学生为主的课堂研读活动。”

我学着王君老师的样子，老老实实地读，逐字逐句地读，细
细写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在读了十几遍之后，对文本已经有
了全面地理解，我的脑子里也有了上课的思路。抓住课文中
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小夜莺”机智勇敢的品质，是本课
教学的重点。也就是抓住描写小夜莺言行的句子细读体会，
读懂了这些句子就能从中体会到小夜莺的机智勇敢爱国，就
完成了本课的一个重要目标。

而在具体教学活动中，这一过程孩子们确实表现的很好。他
们能很快找到描写小夜莺言行的句子，如“孩子从嘴里掏出
一个小玩意，递给他，用快活的蓝眼睛望着他。”“怎么会
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着呢。夜莺
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们能联系上下文，说出自己的
理解，并能读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一点很让人欣慰。孩
子说：“小夜莺面对那么多敌人，他一点也不紧张，还用快
活的蓝眼睛望着他。小夜莺这样做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
说明了小夜莺很机智勇敢。”孩子的理解很深刻，语言表达
准确完整，我问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孩子
说：“轻松的、快乐的、天真活泼的、镇静的语气。”并读
出了这种感情。就这样通过找、读、感悟，孩子理解了课文
中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到了“小夜莺”机智勇敢、爱国及
对敌人的憎恨。



在课文结尾我播放了“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故事”。
请同学们观看短片，感受那些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的英雄
们的伟大精神。并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努力学习，将来报
效祖国。

只是在教学活动中我也有很多困惑和遗憾，我在试讲时，
在40分钟内竟然没有讲完，听课的老师说，孩子们读书整整
花了10分钟时间，（还有个别学生没读完，）读书占的时间
太多了。可是这篇课文是这样长，即便孩子预习了，也得让
孩子安安静静地把书读完！为什么肖培东老师在那么大的场
面，《祝福》又是多长的文章，孩子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15
分钟，后面效果还那么好？金军华老师认为：“这时能量在
蓄积，智慧在开启，情感在酝酿，接踵而来的是波澜的起伏，
浪花的迸溅，飞瀑的欢笑。”教学，很多东西不能提前，阅
读，很多时光不能省略。

朱震国老师的《勇气》给了我启发，学生通过人物的行为表
现，进而去触摸领悟人物的内心，既易于学习路径探索，也
合乎认知的规律，学得实在。《教师教学用书》中也建议，
应引导学生抓住一些关键句子，特别是表现小夜莺言行的句
子去细读体会，所以，这一课在品读课文时，抓住人物行为
感知人物形象，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

细细研究《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的关于识字写字，“能
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基
于识字写字，我在教学中没有安排写字的环节，对学生的书
写无法评价，识字写字这个目标是没有完成的。在做教学设
计时，我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在学生初读时让学生画出生字
词，尤其是不认识的生字词。谁有哪个字不认识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解决。然后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去识字。这一课的重
要目标定在“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
关键词句表达轻易地作用”，忽视了生字的书写。

虽然在教学上我没有突破，但是语文教学上的自主生成、孩



子良好的语感和创造性思维的绽放给了我最美的答案。把学
生放在中心，它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三

读教学最大的尴尬是：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的文章由于教学的
介入，便不再引人入胜，不再生动感人了。《夜莺的歌声》
正是一个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跌荡起伏的战争故事，来自教
材本身的刺激已足够调起学生的阅读欲望。作为语文教师，
我必须找到切入口和训练点，使其浑然天成般地不破坏教材
原有的滋味，且在教师组织、引导和调控下感受成功，迸发
智慧。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秘密？”我神秘地问道，“这篇
课文早给我们分好段落了！看谁能一下子就说出这篇课文分
为几段？”

“五段！”一个学生迫不及待地说。

“完全正确！”我当即表态，“祝贺你取得第一名。请介绍
一下你的经验。”

“这篇课文在段与段之间有空行，数一数空行就知道了。”

其他同学听了频频点头。我趁势说：“那么，课文留有空行，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分段吗？你们不妨联系电视连续剧，联系
电视中的镜头切换来思考。”

过了一会儿，有学生领悟到了：“每一部分就像电视连续剧
中的一集，开始小男孩碰到德国鬼子是一集，小男孩带路是
一集，游击队和小男孩联系又是一集，消灭鬼子又是一集，
最后部分又是一集。”

还有一个学生说：“我觉得像是电视中的镜头切换。开始是



在村子里，接着在路上，然后又切换到了树林里，再接着就
打起来了，最后镜头又回到了村子里。”

这是整体感知课文的环节。我打破了“读一读课文，看看课
文写了件什么事”这种模式化切口，而是从课文写作上的一
个特征——空行——入手，引导学生联系电视表现手法，一
下子抓住了学生的阅读心理，从而解决了两个目标：感知课
文和空行的写作意义。

“你说小夜莺是偶然还是必然碰上德国鬼子的？”我抛出第
二个问题。

“是必然碰上的。”学生异口同声的地说。

“拿证据来！”我说，“给你两分钟找证据。”

学生找来的证据还不少：

1、从30和31节看出小夜莺和游击队早有联络暗号；

2、从第1、2、3节看出小夜莺是有意让德国鬼子发现他，好
把德国兵带进埋伏圈；

3、课文最后第二节写小夜莺又在那里“好像在等谁似的”，
其实他是在等德国兵经过。

“大家找来的证据有力的证明：小夜莺不是偶然碰上德国鬼
子的。可以确定，这其实是一次有着周密部署的战斗！同学
们假如你是游击队长，你在战斗前的计划中考虑了哪些要
素？”

短暂沉默后，学生说：“我要考虑好联络暗号。”

我点点头，示意她往下说：“联络暗号要使敌人不察觉，要
是被敌人察觉，那就完了。而在树林里，用鸟叫声最合适，



敌人不会怀疑。”

“你真是个好队长！”我夸奖道。

“老师，我考虑作战地点。”一个男同学说，“作战地点要
在林中空地上。”

“请问队长，为什么要选‘林中空地’？”我请教道。

“在树林里，一是便于游击队员们埋伏，还便于小夜莺一转
身逃脱。但如果真的是在树林里的话，就很难消灭敌人，因
为敌人也可以利用树木来掩护，所以最好成绩的埋伏圈是设
在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

“多英明的队长啊！”我说。

“老师，小夜莺要穿上绿颜色的衣服，这样更便于他在树林
里逃脱。”一个同学补充道。

“还要考虑派人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又一名“队长”说。

“书中是派小夜莺把敌人引入埋伏圈的。”我说，“作为队
长，你为什么不派一个大人，而派小夜莺去呢”

“因为小夜莺是个小孩子，德国鬼子就不容易怀疑。可别看
他人小，经验丰富，机智勇敢，连大人都比不上他！”

这一环节我抛出“小夜莺是偶然还是必然碰上德国鬼子的”
这一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让学生再次读课文，找到答案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前后文联系和照应的写法和读法。然后顺势引
导学生转化角色，换位思考，学生兴趣昂然，情趣顿生，思
维活跃而严谨。

对于《夜莺的歌声》这样情节复杂、环环相扣的长文，梳理
得越清楚通盘考虑得越谨密，重难点解决起来就越简单。以



上两“问”视角新颖，勾起学生强烈的阅读和思考欲望，从
而整体把握周密而深刻，至此，我把教学重点引向品读、研
读和美读上，让学生透过人物言行，在朗读感悟中凸显和活
化人物形象。

“请同学们大声地读一读书4—19小节，注意人物身份。”我
说。

“请大家再读这部分。”学生读完后，我又说，“四人小组
分角色读，可以一人当小夜莺，一人当军官，注意人物语气、
表情。”

“我发现，‘小夜莺’读的不错，就是‘德国军官’还不是
太像。”读书声止，我说，“下面老师当军官，谁来做小夜
莺？”

“军官是个很凶狠家伙，但小夜莺不慌不忙，沉着，冷
静。”

“小夜莺还用‘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巧妙地暗骂德国鬼子。
”

“小夜莺看到德国军官，‘用快活的蓝眼睛望着他’，其实
并不是真正的‘快活’，而是要使德国军官信任他。”

“小夜莺一开始就学夜莺和杜鹃叫，这样，后来他用鸟叫声
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德国鬼子就不会引起怀疑。”

……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学生都能“读”出“感悟”来，这就需
要教师的点拨。教学第二部分——“给德国鬼子带路”我就
引导学生抓两个易忽略的词：



1、“他好像把身边的军官全忘了”中的“好像”一词。当我
幻灯打出此句，请学生注意“好像”这词，学生恍然明白：
小夜莺不是把德国鬼子忘了，他装着把德国鬼子忘了，实际
上是在麻痹敌人，暗地里却在数敌人的人数和武器。

2、“军官突然问答”中的“突然”一词。当我请学生注
意“突然“一词，学生由衷感叹：德国鬼子也不是好对付的，
他们不是弱智，很狡猾，小夜莺时刻有着生命危险。而小夜
莺面对敌人的突然发问回答得又是多么巧妙和机智！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四

《夜莺的歌声》是一篇较长的课文，阅读理解时要分部分、
抓住重点来处理课文内容。每部分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式。

第一部分主要是德国军官与夜莺的对话。抓住人物的对话来
理解内容，体会人物的情感。可以再熟读的基础上采用分角
色朗读的方式，体会军官问了这么多，就是要知道游击队的'
藏身之处，夜莺都巧妙地进行了回答，并且用野兽、狗鱼等
做比喻，狠狠地痛骂了敌人。从文中体会到了夜莺的机智、
勇敢，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

第二部分是夜莺巧妙地用鸟叫的声音把敌人的情报传递给游
击队员，让游击队员积极备战。教学时让学生抓住游击队员
所说的话，联系上下文弄明白，夜莺的叫声表示德国鬼子的
人数；杜鹃的叫声表示机关枪并从中感受到夜莺的机智，游
击队员对夜莺的爱护。

第三部分主要是写德国兵被打的落花流水。让学生找出有关
语句朗读体会，并进行仿写。

第四部分照应了文章的开头，写夜莺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这
一部分重点应体会作者的写作方法，找出与文章开头相照应



的句子，把结尾两个自然段和开头三个自然段联系起来读，
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首尾照应。并学习这种写作方法。

在教学中，要根据文章的不同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
不同的侧重点，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收获。

《夜莺的歌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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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五

一、教学目标。

1、聆听音乐《森林的歌声》，能从乐曲声中听辨各种小动物
叫声等，以体验这种描绘功能，从中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2、在欣赏《森林的歌声》过程中，记忆各主题曲调的音色和
顺序，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听觉习惯，提高音乐记忆力。

3、模仿旋律用乐器打击。



二、教学过程。

组织教学：同学们，好！老师好！

（一）欣赏导入。

1、师：同学们，今天老师想带你们去郊游，去美丽的大森林，
参加一场音乐会。你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去看看呀。

生：想。

2、师：好，起立，出发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是怎
样去郊游的？

生：走着去，坐车去。

3、师：如果目的地比较近我们就走着去的，（走走走走，左
右左右，也可以是走走，快快跑，走走，快快跑）如果要去
的地方很远也有坐车去的（嘟嘟嘟）对吗？很好，那么等会
跟着老师的动作，我们一块儿搭上开往大森林的汽车吧。
（放mtv）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咯。《去郊游》中
间：同学们做的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生：愿意。

5师：好的，老师知道你们肯定都是热爱森林保护环境的好孩
子，我们来看下是什么问题。请你举例说出森林里住着哪些
小动物并模仿它们的叫声！

生：学生讨论回答.师子的叫声音有什么特点？很响长的。小
鸟的叫声音有什么特点？紧凑快的。蛇平稳的。

6、师：好。大家模仿了很多小动物，我们来问下天使，我们
过关了吗？



7、师：恭喜你们过关啦，热爱森林的好孩子们，欢迎来到奇
妙的大森林，森林里正在举行一场音乐会。请静静的，用你
们音乐的小耳朵来聆听这美妙的歌声吧。

（二）欣赏歌曲《森林的歌声》。

1、师：嘘，听，接下来就请静静的，用心来聆听这来自森林
的歌声吧。（放音乐）

2、师：森林原来会唱歌，通过音乐你聆听到了些什么？

生：小动物

3、师：你的小耳朵听出哪些动物可爱的声音啦？

生：小鸟的叫声，青蛙的叫声，蛐蛐的叫声等等用词也许吧，
大概有。

4、师：刚才同学们用自己音乐的耳朵，恩或许还加上了一点
点丰富的想象力听出了一些动物的声音。当可爱的春姑娘，
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到人间，整个世界像刚从一个漫长的睡梦
中苏醒过来。森林里有许多动物在歌唱，歌声中还有中国树
蟾、飞鼠、白腹秧鸡、腹斑蛙等等你们并不熟悉的小动物声
音，你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吗？生：想。首先是（出示图片）

生：青蛙或不回答

7、师：最后介绍的是腹斑蛙，又是蛙类的一种，叫声很有节
奏，常常发出gaigaigai的声音。

8、师：同学们，这三种动物的叫声你都记住了吗？

生：记住了。



9、师：那我们就回到音乐中去找找它们吧。

生：听到了。

10、师：好的，那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很有意思的旋律，这个
小动物是个不拆不扣的音乐家。你听！

11、师：怎么样，你能听出旋律后面那几声很有节奏感的叫
声是谁发出来的吗？

生：腹斑蛙。

生：想。

13、师：那我们就起立，随着森林的歌声舞动起来吧。

生：引出主题一。

生：想。

16、师：那我们用啦来哼唱，哼唱一遍，很棒，我们再来一
遍，这次要加把你的动作加上好吗？来，哼唱第二遍。

生：讨论引出主题三。

生：用啦音哼唱一遍，再来一遍同样加上你的动作，哼唱二
遍。

生：轻柔、柔美。

21、生：主题一、主题二、主题三，

22、师：恭喜大家，都听的很不错。



不同的声音教材分析篇六

《森林的歌声》是人音版第八册第六单元《风景如画》中的
一首乐曲。本课的教学目标是：在欣赏《森林的歌声》过程
中，通过各种活动记忆各段主题曲调的顺序和旋律，提高音
乐记忆力；了解笛子、提琴、吉它等乐器的音色；从乐曲声
中听辨各种小动物，各种鸟鸣叫声等，以体验音乐的描绘功
能，从中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通过歌曲的演唱，尽情抒发
对大自然的热爱。

音乐新课程标准提到：课堂应是师生互动、心灵对话的舞台，
焕发出生命活力的课堂才是理想的课堂。在课堂上教师应努
力创造条件，让学生在和谐的教育氛围中愉快地学习；在和
谐的兴趣乐园中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
接受教育，健康成长。我在本课导入时，先用带来的`礼物引
起孩子们的兴趣，然后导入聆听全曲，让学生谈感受并去发
现乐曲中小动物的声音，再去介绍小动物以及三件主奏乐器。
欣赏乐曲过程中，关注学生的认真聆听，有效聆听，做到每
次聆听都有问题都有目的。同时用礼物作为主线的方式让学
生聆听三个主题，从而分辨乐器的音色，再到全曲的欣赏和
表现。这样从易到难的方法一步步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思考、
去聆听。

但在本课教学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课堂时间的把握上
还不够，三个主题的聆听和表现没能落实好就匆忙进入下一
环节。因为这里没落实好，以至于在全曲表现时学生第二主
题唱得不是很理想。另外，我自己自身在评价语上还很不够，
也深感自身的音乐专业修养还有待提高，不管是声乐、器乐、
欣赏能力还是理论知识。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对学生最好
的。

总之，课堂应是师生共同创造奇迹、唤醒各自沉睡的潜能的
时空，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还要更深入地渗透新的教学理
念，摸索更适合孩子们的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培养他们对音



乐的喜爱，树立终身学习音乐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