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 踏雪寻
梅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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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篇一

《踏雪寻梅》是一首意境高雅，旋律朗朗上口的歌曲，这首
歌曲的教学重点是能够用轻快而优美的声音演唱，从而体会
歌曲所表现的一种高雅的意境和淳朴的生活情趣。而要让学
生体会这一情绪比较难，因此，在新授之前我做了一些铺垫
工作，比如我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用多媒体辅助手段让学
生欣赏冬天的雪景以及梅与雪朝相辉映的美丽场景唤起学生
对冬天的喜爱。在新授过程中，我用极富感染力的歌声进行
对比范唱，让学生用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分辨歌曲所选用的
适合声音，有些地方我还会用语言及播放图片让学生去体会
乐句所表达的`音乐情感.

这节课主要是一堂歌唱教学课，在歌曲教学中，我抓住了以
下几点对歌曲进行处理：

1、歌词的理解。歌词很优美，本身就是一首诗，所以我就以
读诗的形式来介绍歌词，再让学生找出词中的景物，然后出
示课件件，用画面向学生展示了歌词的内容，让学生形象直
接地体会了解了歌曲的意境，为后面学歌做好了铺垫。

2、断音的练习。歌曲中的断音记号，要唱的短促、跳跃、有
弹性。在这个教学环节中，我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说出铃
铛声要清脆，有弹性，再出示断音记号的解释，练习用短促、
跳跃、有弹性的声音歌唱。再请学生比较怎样演唱能表现驴



儿的铃铛声，通过唱法的比较，学生轻而易举就掌握了。

3、难点的处理。 歌谱中有两个前半拍休止的难点。在这教
学环节中，我采用了让学生发挥想象，进入情境，教师辅助
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学生在第一处休止符时，想象自己骑
到驴背上，要调整好呼吸，一下跳上去再坐下来，果断的唱出
“驴”字；在最后一句休止符时，引导学生：现在有一朵正
散发出阵阵清香的梅花放在你的前面，你情不自禁地闻一闻，
闻花时快速地吸一口气，深深地闻了花的香味，然后感叹地
唱出“好”字。事实证明，效果良好。我们在教学中碰到难
点时，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解决，而应该灵活机动，
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4、力度的变化。在处理歌曲的时候，我找到了“力度”这个
切入点，歌曲中的力度标记，会让歌曲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通过教学，学生更深入地领会了歌曲的意境，更好地唱
好了这首歌。 本课通过听、学唱、演唱、课堂实践等多种教
学方法，使学生感悟音乐、理解音乐、表达音乐，较好地完
成了教学目标。这节课也有遗憾之处，我归纳有三点：一是
在语言上还考虑得不够周详，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远
了，有待加强；二是由于课堂上出现的一些临时问题花去了
一些时间，作为艺术课教学，必须有所拓展，预先准备了一首
《红梅赞》给学生欣赏，可惜没掌握好时间，没来得及进行
这一环节；三是在教授顿音记号和力度变化的演唱时，方法
有些呆板、无趣。

我会继续学习，更留意出现的问题，避免在今后的教学中重
蹈覆辙，力求把音乐课上得更活更好。

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篇二

《踏雪寻梅》是一首意境高雅、朗朗上口的歌曲，这首歌曲
的教学重点是用富有表现力的声音唱出歌曲意境，而要让学
生体会这一情绪比较难。因此，在新授之前，我做了一些铺



垫工作，比如：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和多媒体辅助手段让学
生欣赏冬天的雪景，用梅与雪照相辉映的美丽场景唤起学生
对冬天的喜爱。尤其是多媒体的使用，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这是本节的一大亮点。

在新授过程中，在朗读歌词这一环节，先让学生有感情的朗
读歌词，后两个声部合作按照歌曲节奏朗读歌词，为后面的
学唱做好了铺垫。学唱过程，我用极富感染力的歌声进行对
比范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音乐鉴赏力选择合适的声音演唱
这首歌曲，在处理歌曲力度变化时，我用了对比的方法，让
学生体会分辨乐句表达的音乐情感，使学生的'歌声更加动听、
美妙。有些地方我还用语言和范唱让学生体会。在教学二声
部的演唱时，我先给学生讲解了合唱的概念，让学生有目的
地去学习，并采取有效教学方法，让学生很快学会演唱。之
后，将全班同学分为两组，能够比较好的演唱《踏雪寻梅》
的两个声部。

拓展环节，我让学生谈谈学习了这首歌曲的感受，学生很活
跃，有的说我知道了什么是合唱；还有的说我学了这首歌曲，
我的心情特别好，原歌曲能给人带美妙的享受。我很惊奇，
学生居然有这么多感受，而且还说得这么好。最后，和学生
一起演唱这首歌曲，让学生在歌声中走出教室，去寻找外面
的美。这部分也是我堂中的又一大亮点，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我的板书设计简洁明了。整节完成的比较流畅，
亮点突出，较好地解决了教学难点、完成了教学任务。

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篇三

《踏雪寻梅》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曲意境优美，旋律动听，
是深受孩子喜欢的一首歌。在歌曲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了以
下几点：

1、断音的练习



歌曲中的断音记号，要唱的短促、跳跃、有弹性，来表现驴
儿的铃铛声，在这教学环节中，我采用了对比的教学方法。
先出示加了连线的歌谱，要求学生唱得连贯，熟练后再出示
加了断音记号的歌谱，练习用短促、跳跃、有弹性的.声音歌
唱。再请学生比较哪种方法能表现驴儿的铃铛声，通过两种
唱法的比较，学生轻而易举就掌握了。

2、歌词的理解歌词很优美，本身就是一首诗，所以我就以读
诗的形式来介绍歌词，然后出示课件，用画面向学生展示了
歌词的内容，并配上驴儿的铃铛声，让学生形象直接地体会
了解了歌曲的意境，为后面学歌做好了铺垫。

3、难点的处理歌谱中有两个前半拍休止的难点，在这教学环
节中，我采用了让学生发现问题，教师辅助解决问题的教学
方法。首先请学生听琴唱词，说说感到难唱的乐句，然后教
师出示难点乐句。在教学时，先把前半拍休止读成“空”，
进行划拍唱谱，然后教师引导学生：现在有一朵正散发出阵
阵清香的梅花放在你的前面，你情不自禁地闻一闻，闻花时
快速地吸一口气，深深地闻了花地香味，然后感叹地唱
出“好”字。事实证明，效果良好，我们在教学中碰到难点
时，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解决，而应该灵活机动，寻
求最佳解决方案。

4、力度的变化接着在处理歌曲的时候，我找到了“力度”这
个切入点，这首歌如果改变力度的话，效果会产生很大的变
化，通过教学，学生更深入地领会了歌曲的意境，更好地唱
好了这首歌。作为艺术课教学，必须有所拓展，如果改变这
首歌的“速度”的话，会是怎样一种效果，可惜没掌握好时
间，没来得及进行这一环节。

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篇四

音乐教学应充分体现育人的功能，使课堂真正成为培养热爱
生活和具有鲜活个体的摇篮。反思《踏雪寻梅》的教学，我



认为本课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学唱《踏雪寻梅》，整个教学
过程将学生从传统的“唱会就行”的概念中转化过来，给学
生以最大的表现情绪，从而能够完成演绎一首歌曲，挖掘潜
力、释放情感、体验成功。

1、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激情。这堂课与冬季有关，通
过学生口中的描述，冬季寒冷，百花凋零，但有一种花却是
傲雪怒放的.，它就是梅花！再通过利用学生学过的古诗王安
石的《梅花》进行过渡，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创设最佳的教学情境。之所以要注意课堂环境这个因素，
是因为优美和谐的课堂气氛能积极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审美活
动，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创设情境对情感发展有强烈的导向
作用。在本课教学中我先通过学生学过的王安石的古诗《梅
花》引入课题《踏雪寻梅》，之后，运用了一句过渡
语：“踏着皑皑白雪，闻着幽幽花香，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听，远处传来了一阵铃铛声，一个小朋友正骑着小毛驴向我
们走来，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踏雪寻梅吧！”创设出一个美
丽的情境，引领学生随着《踏雪寻梅》的音乐欣赏雪景，并
对本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3、层层递进，加深乐曲的情感体验。本节课我通过“教唱－
学唱－休止符的认识－会唱－表情记号的认识－演唱”让学
生明白会唱一首歌曲并不算真正的会，当你加上表情记号，
加上强弱，加上情感再唱时，这才叫演唱！

4、拓展实践，发挥想像力。在本课的最后，我请学生自由发
挥想像，如果你想给这首《踏雪寻梅》加入打击乐器伴奏的
话，你会选择什么乐器？为什么？你想表现什么？这一系列
问题的提出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想像力，而且学生回答得都
非常好，通过用打击乐器伴奏，让学生充分体验到了歌曲的
意境以及怡然自得的情绪内涵。

这节课我通过听、学唱、演唱、课堂实践等多种教学方法，



使学生感悟音乐、理解音乐、表达音乐。较好地完成了原设
计的三个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教学的目的。不足之处是时
间不够，个别同学没有充分的表现自己的音乐才能。在今后
的各种音乐活动中，还要多给学生创设机会，在良好的环境
中接受音乐教育，使之健康成长。

音乐课踏雪寻梅教学反思篇五

《踏雪寻梅》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曲意境优美，旋律动听，
是深受孩子喜欢的一首歌。在歌曲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了以
下几点：

1、断音的练习

歌曲中的断音记号，要唱的短促、跳跃、有弹性，表现驴儿
的铃铛声，在这教学环节中，我采用了对比的教学方法。先
出示加了连线的歌谱，要求学生唱得连贯，熟练后再出示加
了断音记号的歌谱，练习用短促、跳跃、有弹性的声音歌唱。
再请学生比较哪种方法能表现驴儿的铃铛声，通过两种唱法
的比较，学生轻而易举就掌握了。

2、歌词的理解歌词很优美，本身就是一首诗，所以我就以读
诗的形式介绍歌词，然后出示，用画面向学生展示了歌词的
内容，并配上驴儿的铃铛声，让学生形象直接地体会了解了
歌曲的意境，为后面学歌做好了铺垫。

、难点的处理歌谱中有两个前半拍休止的难点，在这教学环
节中，我采用了让学生发现问题，教师辅助解决问题的教学
方法。首先请学生听琴唱词，说说感到难唱的乐句，(fsir)然后
教师出示难点乐句。在教学时，先把前半拍休止读成“空”，
进行划拍唱谱，然后教师引导学生：现在有一朵正散发出阵
阵清香的梅花放在你的前面，你情不自禁地闻一闻，闻花时
快速地吸一口气，深深地闻了花地香味，然后感叹地唱
出“好”字。事实证明，效果良好，我们在教学中碰到难点



时，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解决，而应该灵活机动，寻
求最佳解决方案。

4、力度的.变化接着在处理歌曲的时候，我找到了“力度”
这个切入点，这首歌如果改变力度的话，效果会产生很大的
变化，通过教学，学生更深入地领会了歌曲的意境，更好地
唱好了这首歌。作为艺术教学，必须有所拓展，如果改变这
首歌的“速度”的话，会是怎样一种效果，可惜没掌握好时
间，没得及进行这一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