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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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一年级音乐摇篮曲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今天，我在一(4)班上了一节音乐课，课题是《雁群飞》。这
节课我主要根据《音乐课程标准》提出要“注重音乐实践，
鼓励音乐创造”，通过创编动作，让学生自信地唱、尽情地
演，从而感受了音乐带来的美感和快乐。

这节课我主要是通过体态律动带领学生随着音乐的高低走向
摆动手臂，学大雁飞舞的动作，让学生把听到的音乐中的各
种要素（包括速度、节奏、力度、乐句、情绪等）及其内心
感受，用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我并不要求学生用优美、潇洒
的姿态，而是要求学生的动作自然放松、协调，与音乐各要
素相符并充满了信心。

首先，我让学生对乐曲永远处于新鲜状态，课堂上及时的.变
换方式学习歌曲，然后通过小组比赛创编动作表演，由学生
自评。在生生互评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合理地去评价他们
的表现，不仅仅是找出别人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他人
做得好的地方，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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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对于半路出家的我来说，学习起来确实不易。不过每次
看到每个孩子一听到跳舞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兴奋期待，我还
是坚持了下来。

一次在教一年级学生跳“小苹果”的时候，开始他们还一直
跟着我认真的学，哪怕动作不够到位，渐渐的他们耐不住性
子了，开始各种小动作，找各种借口，我知道应该给他们一
些休息的时间，可是这才几分钟啊。一些调皮的男生已经开
始张牙舞爪了，那些听话的学生也没有认真在学。看到这幅
景象，想到我为此做的努力，顿时火冒三丈，平时对于这群
可爱的'孩子我基本不会生气，也不知那天是怎么了，对他们
一顿凶，都给我进教室，安静一点。对他们那失望哀求的眼
神都视而不见......

我来到教室，是的我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眼睛一下
子就亮了，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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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以“数鸭子”的形式劝诚少年儿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歌曲第一乐句旋律主要在主和弦的三个音上进行，显得明亮
而热烈。第二乐句节奏显得密集且旋律向下进行，赋予歌曲
以活泼的情绪。第三乐句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强化了音
乐主题。第四、五乐句出现了歌曲的最高音，第五乐句是第
四乐句的变化重复且歌词完全重复，突出了歌词内容，曲首
的念白和第三乐句中的休止符的加入及衬词“咕嘎”的运用，



使歌曲显得生动活泼而有风趣。

教授这一课中，我主要让学生通过律动来结合歌曲的学唱、
表演，学生在轻松而又愉快的氛围中能自主投入到歌曲的学
唱中，并能深深喜欢上该首歌曲。

首先在导入中学生聆听《星光圆舞曲》，边做动作边进入课
堂的学习；然后在学唱歌曲时，我让学生用动作表现出休止
符和歌曲的情境；最后学生分组进行表演唱，就这样学生享
受了一堂快乐又充满乐趣的音乐课。

1。学生演唱歌曲的声音不够轻快。由于学生对歌曲非常熟悉，
因此在演唱歌曲中时刻充满着饱满的激情，而我对于学生的
声音没有非常好地去引导要用轻快的声音演唱，这在本堂课
甚至今后的歌曲教学中要时刻进行关注。

2。教学语言显得不够富有童趣，显得课堂教学环节的衔接不
够自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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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是一年级的一节唱歌课，由于歌曲中出现了乐理知识
（强、弱），所以本课的教学内容为：

1、音乐活动：声音的强弱

2、学唱歌曲《小动物唱歌》，并创编歌词进行表演。

本课的教学设计，通过聆听，使学生自己发现各种声音，如
火车行驶的声音，老虎和小猫的叫声。再由动物的叫声进行
对比，使学生自己发现声音强弱的对比。老师用准确地语言，
将音乐中的强、弱及其字母f、p的概念出示，再让孩子亲身体
验强和弱的对比感受，如：击鼓、说话和拍手。这样，通过
聆听，再感受的方法，使一年级的小学生们理解了强和弱。



在歌曲的学唱中，学生也已可以发现强弱，并能准确地在歌
曲的演唱中表现。

这节音乐课，在音乐活动——声音的强弱环节，设计的环环
相扣，是一年级的小学生通过聆听——感受—聆听新授歌
曲—再演唱。这样的教学设计，使学生通过本课，牢牢的把
握住了声音的'强弱。但也是由于这样的教学设计，使得在歌曲
《小动物唱歌》的教学中，时间的安排和演唱的教学没能很
好的表现。学生的学习情况只能说是，会演唱歌曲了，并没
有很好的达到表演唱的效果。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
我。

我想，问题肯定是出自老师的教学设计及安排。音乐课应该
是活泼、轻松的。也许是由于主修钢琴的原因吧，我总是对
一些乐理知识特别关注。歌曲大家能较快地接受并学会，但
乐理这些专业性的知识，是很难理解的。因此，使我总是将
注意力过多的放在知识的教学中，没有很好的表现歌曲。所
以在我将来的教学中，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歌曲的演唱及
歌曲的表演唱中。

课堂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应更多地运用激励性评价，提高他们的音乐兴趣和水
平。作为音乐学科，要做到生动丰富、机智巧妙，适时适地
的评价。音乐课程标准指出：“评价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
进步，发现和发展音乐潜能建立自信，促进音乐感知，有利
于学生表现力创造能力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只能用“你真棒”“你唱得真好听”等简单的
语言对学生进行评价。在今后的常态教学中，我要不断训练
自己对于学生的精彩之处，如何通过老师的语言，面部表情、
眼神等随时给予学生评价，传达教师对学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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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

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
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

因此，课堂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
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
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
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
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通过小组合作听
辩高音与低音，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
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
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
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
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

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
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
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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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教学我主要以小蜻蜓的形象为导入，让学生了解蜻蜓
的形状和特征，再让学生模仿小蜻蜓的动作来表演小蜻蜓，
让学生感受歌曲的三拍子的特点。

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我遵循音乐教
学的基本理念，组织开放而有活力的课堂教学，努力为学生
享受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提供机会，让学生走进音乐，
让音乐走入学生生活。首先，注重以审美为核心，给学生营
造视觉美、听觉美、肢体美，让学生在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



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其次，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学生
的生理心理需求出发，创设一种宽松和谐平等愉悦的教学氛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