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精选5
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篇一

课改后的初中音乐课已划分为预初一和初一年级的音乐课和
初二、初三的艺术课，与综合性、多元化的艺术课相比，音
乐课应该更强调学科本位的特点，运用音乐的手段和方法，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审美体验能力的核心教育目标。

在此，结合我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谈谈
心得体会。

新教材的内容编排是主题式的，如“世代相传的民
歌”、“欧洲民间歌舞音乐”等，每个主题为一个单元，划
分为音乐人文、欣赏、歌唱、创作活动、音乐常识等几大版
块；同时，每学期的单元主题都相互对应承接。教师在处理
教材时，应当以音乐为主线，紧紧围绕本课音乐人文的主题，
把听、唱、表演、知识等各版块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整
堂课重点突出，结构清晰，情绪流畅，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
音乐审美动力和审美渴望；同时，注意各学期教材平行单元
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音乐人文的导入、过渡与小结，回顾
以前的学习内容，也为新课做好铺垫，并激发进一步探究的
兴趣，让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

虽然教材中每课都分为听、唱、表演、常识、探究等多个版



块，但我们在处理版块教学中不能孤立地使用这些音乐手段。
例如在欣赏教学中，除了听之外，加入节奏模仿、声势律动
或歌唱；在歌唱环节中强调听觉先导、动觉切入；用欣赏浏
览的方式引出音乐人文或回顾小结---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教
学版块中综合运用各种音乐手段，都能明显地加深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对旋律的记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篇二

新课标的实施，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实施教
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它的出台，给了教师广阔的教学创新空
间。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对于我们的音乐教学来说机遇和挑战同样来得
迫切。

我们不难发现现行音乐教学中已出现了很多不能完全适应时
代发展的问题：如课程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课程结构过于强
调学科本位缺乏综合性和选择性;内容的繁多与书本知识的过
于偏重，使教学脱离了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各观需求。甚至注
重选拔和淘汰的武断教学评价方式对教学本身都成了一种伤
害。因此，如何加强音乐教育教学的自身建设，完善音乐课
程体系，推进美育的发展，已成为摆在音乐教育工作者面前
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每个音乐教师都要进行心态
调整、进行理念的更新，都要成为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教师。
以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

一、 教学视角的变化

新课标要求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且有益于他们解
决社会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音乐修养。因此，实施新课标
迫切要求教师转变原有的课程价值观，开发课程资源，以多
元的视角审视教学。

现代社会生活中，伴随着大量音乐现象，诸如，礼仪音乐(节



日、庆典、队列、迎送、婚丧等)、实用音乐(广告、健身、
舞蹈、医疗等)、背景音乐(休闲、餐饮、影视等)同每个人的
生活密切相关。了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使学生热爱音乐、
热爱生活，进而让音乐伴随终生，提高生活质量。在设计具
体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生活体验入手，从自身音乐经验出
发，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及音乐现象，主动去探索、思考音乐
与人生的关系，使音乐学习成为一项生动、具体、艺术化的
生活体验。比如：我在一节音乐课上，给学生欣赏flash要学
生评价和修改里边的音乐音效。学生积极性很高，这节课就
上的特别非常生动有趣，还让学生学会了关注自己身边的一
切音乐现象。

二、 教学方式的转变

1、 从课内到课外

实践证明，中小学接受音乐教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因此，
音乐教育必须具有宽阔的视野，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如在
中小学各门课程中：语文、历史、地理、生物……等都或多
或少与音乐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使得音乐教学与这些课程
之间的联系成为了可能。课外音乐活动、社会音乐教育环境
便都成为，也应该成为音乐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音乐
与舞蹈结合来表现音乐;与美术结合使音乐更形象;与语文中
的诗词、戏剧沟通等。

三、 教学重心的转变

1、 丰富情感体验、培养表现能力

新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自信的演唱、演奏能力及综合性艺
术表演能力，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
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在音乐实践活动
中使学生享受到美的愉悦，受到情感的陶冶。”



在我们的音乐教学中，其实每节课、每个音乐知识都需要情
感的投入，教师要做好正确的启发和导向工作，让学生在每
次音乐学习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美的享受。

2、 强调创造探索精神

在关注对学生创造力培养的同时，更要关注音乐教育方式的
创新。对音乐教学更有创新探索的精神。

3、 体现音乐教育的人文内涵

教学评价是教学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课标要求：“应在体现素质教育目标的前提下，以音乐课
程价值和基本目标的实现为评价的出发点，建立综合评价机
制。”这就与我们以往的“成绩考核”有着重大的区别。新
课标的评价是包括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对教师的教学效果、
对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学质量，以及对本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进行全面的评价。

总之，我们音乐教师只有重新审视音乐课程的标准、理念，
在研究和思考状态下认真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进取，认识
到音乐教学应该尽可能地做到生活化、社会化、多元化与个
性化……才能做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

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篇三

课改后的初中音乐课已划分为预初一和初一年级的音乐课和
初二、初三的艺术课，与综合性、多元化的艺术课相比，音
乐课应该更强调学科本位的特点，运用音乐的手段和方法，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审美体验能力的核心教育目标。

在此，结合我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谈谈
心得体会。



一、以音乐为主线，合理组织、整合教材内容

新教材的内容编排是主题式的，如“世代相传的民
歌”、“欧洲民间歌舞音乐”等，每个主题为一个单元，划
分为音乐人文、欣赏、歌唱、创作活动、音乐常识等几大版
块;同时，每学期的单元主题都相互对应承接。教师在处理教
材时，应当以音乐为主线，紧紧围绕本课音乐人文的主题，
把听、唱、表演、知识等各版块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整
堂课重点突出，结构清晰，情绪流畅，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
音乐审美动力和审美渴望;同时，注意各学期教材平行单元之
间的内在联系，利用音乐人文的导入、过渡与小结，回顾以
前的学习内容，也为新课做好铺垫，并激发进一步探究的兴
趣，让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

二、抓住音乐的基本元素，把音乐的手段综合运用于各个教
学版块

虽然教材中每课都分为听、唱、表演、常识、探究等多个版
块，但我们在处理版块教学中不能孤立地使用这些音乐手段。
例如在欣赏教学中，除了听之外，加入节奏模仿、声势律动
或歌唱;在歌唱环节中强调听觉先导、动觉切入;用欣赏浏览
的方式引出音乐人文或回顾小结---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教学
版块中综合运用各种音乐手段，都能明显地加深学生对音乐
的感受、对旋律的记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用音乐的方式进行师生互动与交流学习

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篇四

20__年10月18日—10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国培计划
（20__）”中学音乐送教下乡培训。作为一名农村音乐教师，
参加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我非常珍惜这次培训机会，更希
望通过此次培训能在教学能力、理论水平上有较大提升。在



此，我非常感谢学校给了我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更感谢培
训学习中给我们上课的专家、教授们。通过这次培训使我收
获很大，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的差距。

一、改变观念

敬业精神与科学的教学法相结合，必定是成功的保障。而在
日常工作中，我经常会说工作忙、杂事多，常抱怨学校教学
条件差，学生的基础差，是乐盲，没有专门的教室以及合唱
用的站台等，于是工作中总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思想状态，总
想着教不好学生不是我的能力问题，而是许多的客观原因造
成的。通过此次学习，彻底改变了我的这种“寄生虫”思想，
使我明白了好的条件不是等着我去用，而是需要自己去创造、
去挖掘，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也同样能做出不平凡的壮举，
同样也能培养出出色的孩子。

二、以名师为榜样，以城市孩子的素养为培养目标

参加了这次“国培计划”，在教授及其他专家传授理论方法
的同时，还顺势播放了一些经典优美的歌曲，那些名师们扎
实的基本功，行云流水的课堂教学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名师们之所以让家喻户晓，这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孩子们的优秀与教师的引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努力实践，力创特色

这次培训，我找到了适用于中学音乐教学的一种方法—用最
简单的方法学会最难的知识，在教育行为上是将语言、动作、
音乐三元素融为一体，以节奏为核心要素。在音乐教学中，
我们可以不断地创编新颖的游戏，这些方式来源于生活，取
材于大自然，学生当然会感兴趣，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这次培训仅说“收获大”是不够的，我会把这次提高
专业成长的机会变成充电提高的起点，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



初中音乐教学心得体会教案篇五

二期课改后的初中音乐课已划分为预初一和初一年级的音乐
课和初二、初三的艺术课，与综合性、多元化的艺术课相比，
音乐课应该更强调学科本位的特点，运用音乐的手段和方法，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审美体验能力的核心教育目标。

在此，结合我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谈谈
心得体会。

新教材的内容编排是主题式的，如世代相传的民歌、欧洲民
间歌舞音乐等，每个主题为一个单元，划分为音乐人文、欣
赏、歌唱、创作活动、音乐常识等几大版块；同时，每学期
的单元主题都相互对应承接。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应当以音
乐为主线，紧紧围绕本课音乐人文的主题，把听、唱、表演、
知识等各版块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整堂课重点突出，结
构清晰，情绪流畅，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音乐审美动力和审
美渴望；同时，注意各学期教材平行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
利用音乐人文的导入、过渡与小结，回顾以前的学习内容，
也为新课做好铺垫，并激发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让学生将知
识融会贯通。

虽然教材中每课都分为听、唱、表演、常识、探究等多个版
块，但我们在处理版块教学中不能孤立地使用这些音乐手段。
例如在欣赏教学中，除了听之外，加入节奏模仿、声势律动
或歌唱；在歌唱环节中强调听觉先导、动觉切入；用欣赏浏
览的方式引出音乐人文或回顾小结---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教
学版块中综合运用各种音乐手段，都能明显地加深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对旋律的记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