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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一

第一.教学目标设计合理，重难点的突破方法得当，教学层次
清楚，环环相扣。教师的语言简练，情感投入，保证了音乐
课的质量。

第二.本节课注重了新课标中对欣赏课“听”的要求，强调在
音乐课中以提高听觉能力为中心。虽然这首乐曲较长，但教
师仍然设计了“整体——部分——整体”听赏的教学步骤，
保证了学生充分聆听的`时间，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乐曲的情绪，
更扎实地完成教学目标。

第三.给学生设计创造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为此，教师设计了“为乐曲取名字”、“即兴编歌
词对答演唱”、“用绸棒表现出音乐要素的变化”、“随音
乐自编动作表演过年的热闹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第四.这首乐曲有四条主题旋律，教师选择由学生听琴模唱的
方法熟悉，只选择其中一条进行视唱，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识
谱负担，避免了单调、枯燥的知识性的学习。

第五.渗透了由学生主动质疑的意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
力。



第六.教学媒体的选择朴实无华、经济实用。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二

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听觉的作用，审美主体对于音
乐的各种听觉感受潜力，是审美潜力的基础。因此先唱歌、
后识谱与先识谱、后唱歌在教学目的上并不矛盾。而在传统
的教学方式是先识谱、后唱歌，通常状况下，针对有必须识
谱潜力的学生，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可起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我却发现，其实很多同学对简谱并没有了解，如果采取
先识谱后唱歌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但学生没有对该曲目起到
兴趣，也把课堂前15分钟的宝贵时光也白白浪费掉。对此我
作出以下的改善，在教唱新歌前我首先让学生欣赏，以听领
先。并让学生和着音乐做简单的.律动，使学生对音乐有了听
觉上的印象，为下一步学好歌曲作好铺垫。

然后让学生欣赏歌曲、感受音乐，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音乐
的兴趣。再透过让学生唱歌，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歌谱中的
难点，使学生在识谱时降低难度，让学生感觉识谱并不太难，
从而增强其自信心，加深对音乐的热爱。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三

歌曲《小牧笛》是三年级第五课《放牧》所要学习的歌曲，
歌曲曲调欢快活泼，具有浓浓的民族风味，是一首民族风的
儿童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描述性的歌词为我们讲述了牧童
欢乐放牧的愉快心情。她是一首以民歌音调为素材的创造歌
曲,商调式,歌曲的结束音使用了下滑音,使歌曲充满了浓郁的
民族风格,歌词以朴素的语言,简练的手法,融咏物、写景、抒
情于一体,生动的展现出一副农村风情画,表现了淳朴真挚的
情感。这首歌曲的节拍是混合拍（2/4和3/4），因此节拍的
转换处是难点，还有“十六分音符”、“四度音程跳进”等
也应注意，可我在备课时，为学生简化了这些困难，我把重



点定为：用欢快、活泼的情绪演唱歌曲，把以上这些难点没
有单独拿出来讲解，而是融合在歌曲的学唱中，如“节拍的
转换处”学生没有唱好，我就势进行集中点拨.

本节课我始终采用，带领学生参加音乐之旅，“音乐之旅”
这条路线贯穿始终。音乐之旅的第一站，是“悠悠笛声”在
第一站中我将请学生欣赏竹笛音乐，将学生置身于一望无际
的`草原中，感受音乐的美。音乐之旅的第二站是“欢乐的歌
唱”在这一站中是歌曲《小牧笛》的学习，在学习歌曲的时
候我采用的是旋律线与图形谱相结合方法，引导学生逐步加
深对歌曲旋律的体会，学生们乐在其中。音乐之旅的第三站
是：“快乐的创作”这一环节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孩子
们在这一环节中尽情的创作，体验创作的乐趣。在课前我准
备的一些小头饰，还有一些打击乐器，请孩子们自由分组，
进行创作。

总之，这节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孩子们不仅在欢快，跳动
的音乐中感受到了快乐，而且学到音乐知识，不足的地方是，
孩子们有时玩的太开心，就容易出现纪律上的问题，所以在
今后的上课中，我会注意学生的课堂纪律，驾驭好音乐课堂，
引导学生在体验音乐的同时，保证好课堂的纪律。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四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认为：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对象
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表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
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
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小学
音乐课堂内的音乐意境，存在于音乐教师的音乐表现和学生
音乐审美体验的自始至终。没有教师主动的音乐表现，就没
有学生的音乐审美体验，就没有小学音乐课的意境教学。小
学音乐课的意境教学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教师应当认真分析教材内歌曲的歌词、旋律、节奏、速度、



力度、音乐表现记号、情感标记等，以充分发掘教材的音乐
意境因素，并运用它来为意境教学服务。

教师应当运用自然界的五彩缤纷来引导学生想象和表现音乐
色彩。如：教者在教学《春天来了》一课时，精心制作下载
绘制了春天田野里绿的图画，学生被一片绿的色彩所吸引和
感染，犹如置身在绿盈盈的春天意境中，用明亮的'音色，明
快的节奏，演唱了《春天来了》，脸上也露出了像春天那么
美的笑容。这说明，美的色彩，能造成美的意境，学生在美
的意境中，能唱出美的音色，取得美的效果。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音乐欣赏课主要是让学生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感受乐
曲所表现的端午佳节赛龙舟时那种热烈欢腾的场面。很多音
乐老师都对低年级的音乐欣赏课感到头疼，尤其是民乐欣赏
课。的确，低年级学生对中华民族音乐了解较少，音乐积累
不丰富，不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去。因
此，在设计这节课时，我将所有的环节都紧紧扣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个核心展开，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引导
学生走进音乐，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喜爱音乐，掌
握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初步技能。导入部分从学生耳熟能详的
乐曲《卖报歌》入手，旨在感受2∕4音乐的节奏特点，从而
为听赏部分的节奏教学作好铺垫。由于是学过的曲子，孩子
们积极性很高。在复赏全曲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进一步感受
乐曲的氛围，我采用了最最直观的方法，播放了姜堰溱潼会
船的视频，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螺蛳结顶”和“对答呼
应”是《金蛇狂舞》的创作特点，也是本节课的.难点，教师
讲多了，显得太枯燥，讲少了，学生又不能理解。于是我干
脆不讲，通过猜谜语、做游戏等音乐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自
己去感知、去思考、去发现，让他们在快乐的活动中学音乐，
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感受音乐，以培养他们的音乐兴趣，强化
他们参与音乐的意识，激发他们表现音乐的欲望。另外，在
复赏全曲之后，我提了两个问题：金蛇指的是什么？狂舞又



是什么意思呢？这样设计的初衷本是想加深学生对乐曲的理
解，前一个问题孩子们基本都没有异议，都认为金蛇是指龙
舟。后一个问题很多孩子举手发言，然而我仅叫了两个学生
回答，在我认为没能答到点子的时候就进行了总结，而没有
让其他孩子继续说。课后我进行了反思，显然当时我过于急
躁了，我应该鼓励学生对所听音乐有独立的感受和见解，让
更多的孩子有表现的机会，而不是灌输式的学习。

湘教版茉莉花四年级音乐教学反思篇六

《快乐的音乐会》这首歌曲是一首让学生喜爱的儿童歌曲，
歌曲生动有趣，活泼欢快，耐人回味。旋律收放有度，极尽
得意地炫耀了小乐手吹、拉、弹、唱的技巧。风趣的道白加
入使歌曲略有停顿，引出第三句转句，旋律干净利落地结束在
“5”音上。

我将这堂音乐课设置在了一个小动物们开的音乐会中，把孩
子们带到了一个充满快乐、童趣的情境里，一下子提高了学
生学习歌曲的兴趣。用小动物们开音乐会，这条线贯穿于整
个数学过程之中。

歌词较以往所学歌曲内容繁多，不宜于低年级学生的掌握，
由于三段歌词说的是三种不同的乐器，我利用图片展示的方
式，让学生形象的了解了这三种乐器。在这过程中，我让学
生模仿乐器发出的声音，以此来引出新歌中模仿乐器声音部
分的歌词。同时通过模仿乐器演奏的动作，帮助学生形象的
记忆歌词，理解歌词。

由于学生模仿乐器发出的声音都是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
并不是一定和歌词中描述的一致。在学唱歌词时，会有疑问，
认为歌词模仿的乐器声音与自己自由模仿、自己想象中的不
一样，在这一点上我还需要作适当引导。比如：流水的声音，
我们用象声词，哗啦啦来模仿，那么像滋扭、嘀嘀哒哒、咚
咚就是一种象声词，用来模仿乐器声音。让学生明白为什么



歌词用这些词语来模仿。

从这一模仿声音的环节开始，学生会很容易在课上随意发出
乐器声音，甚至怪声不断。所以，我应提前将要求讲明，告
诉学生不要随便模仿乐器声音，在组织教学的调控能力，这
一点我还应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多多加强。由于这首歌曲有
几处衬词——“得儿喂”的地方，读出来会很别扭，也不好
听。所以在让学生读歌词时，我会尽量让他们不读出来。我
先读，给他们一个感受。在教授歌曲重点句时，我还需多仔
细观察了解学生到底学会没有，不能只停留在形式教学上。
在课堂上还要时刻关注学生，关注他们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
和情况。歌曲的前两句都是学生不易掌握的乐句，还要重点
进行练唱，注意音准。多将一些小知识点融入到重点乐句的
练唱中。例如：一字对双音，两字对一音的地方要唱好，还
要注意咬字与吐字，以及八分休止符处要唱准。

为了丰富课堂，活跃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还会通
过各种演唱形式，如师生接唱，生生接唱，连唱，分组分段
表演唱等，使他们熟练掌握新授歌曲，并使他们主动参与到
音乐实践活动中，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有反思，就有进步，相信在一次次的反思课中能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