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蜻蜓教案设计意图与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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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是让学生感受音乐，回味同年的美好。在设计本课我
能够充分运用课程改革新理念设计如下教学环节：

一、以兴趣爱好为动力来设计组织教学；

二、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来设计歌曲的新授部分；

三、重视音乐技能，体现审美价值来进行歌曲处理；四、完
成带有二声部歌曲的教学内容

《音乐课程标准》中“关于教学内容的几点提示”部分提出：
演唱歌曲是学生最易于接受和乐于参与的表现形式。歌唱技
能的练习，应结合演唱实践活动进行要重视加强合唱教学，
使学生感受多声部音乐的表现力，尽早建立与他人合作演唱
的经验，培养群体意识及协调、合作能力。

歌曲《红蜻蜓》的主旋律起伏较大，音域宽达十度，和声式
的第二声部围绕主音“1”起伏不大，使歌曲的和声色彩非常
浓厚。全曲虽短小，但曲调非常优美抒情，三段歌词却将美
好童年的生动情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令人难以忘怀。在这
首歌曲的教学中，我充分挖掘歌曲的曲调美和情景美，创设
意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和表现歌曲的艺术美。学生对
这首歌曲的喜爱程度是我课前没有想到的。他们审美感受力
强，歌曲演唱优美动听，两个声部的配合协调。我想，这不
仅是因为歌曲优美，更重要的是挖掘了歌曲的美，学生感受



到了美，从而表现了歌曲的艺术美。

虽然学生能演唱好这首合唱歌曲，但是学生的合唱技能还需
不断提高。合唱技能的学习是唱好一首歌曲的基础，节奏不
稳、音准和声感不好、声音不美是不可能唱好一首歌的，也
不可能很好地体验和领会到乐曲丰富的美感的。

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随音乐范唱用手为歌曲伴奏的活动让学
生学习歌曲，此方法教学还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避免课上
他们枯燥地视唱，使不认识音符、唱不准音高的同学们都能
参与到音乐实践中来。在动手、动脑、听唱中轻松地完成了
教学内容。

整个教学活动运用新的教学策略“主动学习，主动参与”，
让学生有目的地多听，循序渐进地多唱，大胆互动中创造，
正确地参与评价，做到了“面向全体学生”，达到了审美教
育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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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红蜻蜓》是一首日本著名的儿童歌曲，由作曲家山田耕作，
根据日本诗人三本露风回忆童年情景的诗作谱而成。歌曲
为3/4拍、宫调式，共8小节，为上、下乐句构成的一段体结
构，曲调自然流畅，感情真挚，具有梦幻般的意境。歌曲的
主旋律起伏较大，音域达10度，和声式的.第二声部围绕主
音“1”起伏不大，使歌曲的和声色彩非常浓厚。歌曲分为两
个乐句，第一乐句旋律上行，第二乐句以下行作为呼应。歌
曲中设置了较多的力度记号，力度变化细腻、频繁，但又与
旋律的其份额结合紧密。歌曲虽然短小，但曲调极其优美抒
情，将美好的童年的生动情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歌曲通
过“我”在晚霞中看到红蜻蜓而引起的回忆，亲切而又深情
地抒发了作者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



学情分析

四年级学生由于其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特点，在教学中要用各
种手段，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
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学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1、声乐方面：能用缓呼缓吸的呼吸方法，用自然的声音演唱
歌曲。

2、欣赏方面：能根据音乐的基本要素，理解音乐所表达的情
感，感受音乐所描绘的意境。

3、表演方面：能比较正确的表达歌曲内容。

4、存在问题：音准不够，视唱能力有待加强。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演唱二声部歌曲《红蜻蜓》的旋律，能用亲切、
优美的声音，自信、有表情地演唱，并能初步运用声音的强
弱来表现旋律的起伏。

2、能专注地聆听歌曲，感受合唱的效果，在情境中体验和感
受歌曲深情优美的音乐情绪。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二声部合唱时音准的把握以及声音的和谐统一。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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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在游泳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2、了解一些游泳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救生圈一只

活动过程：

1、出示救生圈，引导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教师：天气真热呀，这是什么？在什么活动中可以用到？

2、教师讲故事《游泳池里的故事》。

3、了解一些游泳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教师：丁丁在下水前做了什么事？洋洋有没有做？后来发生
了什么事情？谁做的对？（游泳前要做准备活动，可以防止
在水中抽筋。）

教师：游泳池里的人太多了，洋洋想去哪里游泳？为什么不
能去郊外的小河里游泳？

4、教师在次将故事，让幼儿了解在游泳中注意安全的重要性。

5、操作活动：游泳需要什么？



教师：如果你想去游泳，可是你不会游泳，你会请谁带你去？
又会选择哪些泳具？

延伸活动：在益智区：让幼儿在游戏时进行“游泳需要什
么”的操作活动练习。

教学反思：

作为一名小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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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节湘版五年级下册的音乐课，上课的内容是学唱日本
歌曲《红蜻蜓》，该歌曲优美动听，深情自然。在日本几乎
家喻户晓，传说是一位日本小女孩对自己童年生活美好的回
忆。我预料这一定是气氛活跃而又和谐美好的一课。但是，
在第一个班的教学任务完成之后，给我的感觉却是这首歌不
那么好听了，孩子们学是学会了，却唱的拖拖塌塌毫无美感。
歌曲是优美的，但我却发现，这么优美的歌曲却没有被学生
优美的表现出来。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课后我寻思
着……这时，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书问我，“王老师，书上歌
曲谱子上面那些大于小于符号是啥啊？”我突然意识到是不
是问题出在这儿呢？这首歌上有许多的渐强渐弱的符号，还
有唤气及延长记号。这可都是知识技能啊，在备课时，我特
意的避开了这一点。深怕踩了强调“双基“的地雷。可是，
效果却如此一般，这么优美的歌曲却没有唱出优美的感觉来，
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在第二个班里稍微说了一下强弱记
号，没想到学生唱的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就是有点机械，不
那么自然。第三个班级我出示了一副美丽的黄昏图景，努力
营造了气氛，然后做出两种不同的示范，让学生自己选择加



上强弱记号和不加的那一种更好听，并且做出摸仿。在接下
来的第四个班级里，我不仅将强弱记号的教学与歌曲情绪引
导相结合，还让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感受加上不同的强弱记
号，还结合指挥的手势来让学生自行设计指挥，学生们主动
多了，也来了兴趣，不仅唱出了优美，还唱出了不同的新意，
唱出了那份美好。

回想这整课的教学，我先是想让学生轻负担的甚至没有负担
的学唱，后却让他们感受了一次没有“味精”的大餐。后来
又机械的将“力度记号”这个知识点灌输给了学生。让学生
似懂非懂、被动接受。最后，我将“双基”放在具体情境中
润物细无声的去让学生体验，把死的知识技能放在具体的歌
曲中让学生去主动的感受和体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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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歌曲的过程中，设计的不理想，教学单一呆板。短短
的一首歌曲，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教唱上。学生完全可以通过
听音乐自学第一声部，而我不仅没给机会让学生自学，还犯了
“填鸭”式的教学大忌；其次两个声部教学太杂乱，老在高
声部、低声部中游走，高声部还没巩固好，就教学低声部，
以致在和声时学生根本不能将两声部和谐演唱下来。所以这
节课没能达到主要目标。没能将歌曲的情绪很好的传达于学
生。

这首歌的优美之处没能应用资源很好的展现出来。一节课下
来就是我教，学生跟唱，我也没有范唱过，以至于学生没能
好好掌握歌曲的演唱情绪。提示语不明确。在听音视唱部分，
我出示的简谱上没有蜻蜓，却让学生猜出是那只蜻蜓在唱歌，
导致学生和听课老师不知所指，以致学生回答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