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大戏音乐课件 音乐教学反思(实
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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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戏音乐课件篇一

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包括唱歌课和欣赏课两大方面，以歌唱
课为主的现阶段，我的具体做法是：

在进行完歌曲范唱以后，可指导学生用比较标准、流利的普
通话进行朗诵歌词，要注意咬字、吐字的准确度和清晰度，
要求字正腔圆。同时根据歌词的内容向学生进行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思想品德教育。

在一首歌曲的左上角往往出现如“亲切地”、“欢快
地”、“深情地”、“热烈地”、“庄严地”等等歌曲情绪，
可让学生结合歌词含义，在歌唱时力求处理的恰到好处。

在识谱时先给学生标准音，即歌曲的调号。当学生按标准音
唱有一定的困难时可进行音阶训练。由于学生音域窄，确实
难以达到标准音时可以适当降调，并鼓励学生要经常练习音
阶，达到拓宽自己音域的目的。

这一步是前四步的综合训练。首先教师应泛唱二至三遍让学
生视听，对于较长或难度较大的'乐句可以先分小节教唱在连
接起来唱，以至圆满完成全部教唱。在学生对本歌曲没有完
全学会之前不能让学生练唱，因为学生自己识谱能力有限，
一旦个别乐句唱错，则难以纠正。

此外，根据不同年龄段所掌握方法的区别，我采用以下几种



教学法，教学效果显著。

1、对于一、二年级学生来说，自制力差，但动感极强，可采用
“律动教学法”，即将每节所学歌曲以律动的形式来进行，
这样即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有了一定的自制力，但识谱
能力较差，可采用“听唱教学法”，即在学习过程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听力，在反复视听的过程中来完成教学任务，效
果不错。

以上是教学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真切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
来喜爱音乐，热爱艺术。小学音乐的反思性教学，要坚持以
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生活实际和认知心理出发，通过对音乐
课堂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策略、集体协作等多角度、
多形式进行科学反思。从成功的课例中我们应该反思：“为
什么成功？”“成功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教学的设计与
过程有什么特色？”“如何锦上添花富有创意？”等等，从
中总结规律，提炼经验、指导实践。从失败的课例中我们应
该反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是教育思想还是
教育理念的问题，是目标的设定还是内容的失当、是教学设
计还是方法手段的应用等等，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促
进教学内容的选择、组合、调整；教学目标的设计、达成；
教学策略的合理、优化，才能使课后的反思性”教学随笔真
正起到反思、调整、改进后续教学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的效能，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感受力和音乐审美能力。

看大戏音乐课件篇二

本学期即将过去，回顾前一时期的音乐课教学，让我感触较
深的有两方面：

一、学习新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的，开阔学生视野。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首先要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
对音乐的感悟，以审美教育为核心，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
要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要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
学生，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能力。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和推进新课程改革，我认为，在教学中，要使学生
先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感受、体验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
情感内涵。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逐渐喜欢音乐，从而对音乐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因此在音乐课教学上，我注重对学生两
方面的培养：

1、根据学校现有的乐器，通过音乐欣赏的形式，让学生认识
和了解各种乐器，并且让学生参与其中亲身实践，让学生不
仅对乐器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而且 还对我国的各种音乐产生
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2、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和爱好，活跃 空气，在紧张的文化课学习之余可调节情绪，
有利于其他课的学习。

二、用多种方法，努力提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针对本校特点，配合新课程改革，在学习音乐教材的同时运
用电子琴进行音乐教 学，激发学生兴趣，提高课堂效率，具
体为：

1、在音乐欣赏课上，有些乐曲可以利用学校现有的乐器，多
媒体课件，结合大纲要求，给学生示范演奏，改变以往放录
音让学生单纯欣赏的教学方法，使 学生在欣赏的同时，既开
拓了视野，有提高审美能力。

2、在音乐理论知识的教学方面，为避免单纯学理论的枯燥，
利用情境联想教学，让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

3、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欣赏大型的交响乐和民族管弦乐作



品，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感受音乐。

4、课堂上，让学生上台演唱，培养他们的参与、实践能力，
学生情绪高涨，使 音乐课上得更加生动活跃。

如何调动每一个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是今后教学的重点。

看大戏音乐课件篇三

《土风舞》是一首很热闹欢快的捷克民歌，f大调，2/4拍，歌
曲节奏规整，旋律流畅，音乐朗朗上口，表现了农民们载歌
载舞庆丰收的热闹情景。

整节课的教学围绕让学生们从歌曲里感受歌曲气氛开展，让
学生从演唱到肢体都能体现出歌曲的氛围。学唱完歌曲后，
从速度、力度和情绪上来比较了《红叶》和《土风舞》两首
歌曲的不同，再动手拍歌曲中不同的节奏带给自己不通过的
体验，自编动作随音乐跳起来唱起来。然后欣赏了不同地域
的丰收之歌，陕北的'《秋收》、丹麦的《丰收之歌》和小提
琴协奏曲《四季--秋》，体会不同地域音乐的不同。

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听、想，学生在这节课上很好的发挥了
自己的主动性，自己学会新知识的过程让孩子们很有成就感。
但是整个的教学过程和设计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在比较两首
歌曲时应该更好的让学生自己去想，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歌
曲。

看大戏音乐课件篇四

在教学《映山红》这首歌曲时，我首先讲故事《闪闪的红星》
情节，讲《映山红》这首歌的情景和寓于的情感，这样一下
子就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了，于是我抓住时机展开教学，
同学们兴趣盎然，情感真挚的跟着学唱，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中途，部分同学注意力又发生了转移，我马上又说把歌曲回



家唱给爸爸和妈妈听，再一次激发他们的兴趣。歌曲唱会了
后，他们还沉浸在音乐的情感之中。为了使课堂教学始终如
一，还可以根据故事情节让同学们分角色表演，然后相互评
价，并颁发优胜奖，给予表彰鼓励。因此学生始终兴趣浓厚，
极大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五年级同学唱歌的热情高，兴趣浓，但具体在学唱的过程中
却缺乏持久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
动态及兴趣需求，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环节，营造适合学生的
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总能处在一种亢奋阶段促进教学进程，
提高教学效果。

看大戏音乐课件篇五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美育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死无
声的'。教师的对音乐的情感首先上课应该要有热情，这种热
情表现在表情、语音语调、范唱、演奏、对音乐的理解、对
音乐的情感。只有教师先感动了，才能很好调动课堂气氛，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体性的反应，积极引导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
情感内涵，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对乐理知
识的教学，我从爱我中华的旋律中选几节作为乐谱视唱。让
学生学会划拍、打节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
让学生分析乐谱，知道这首曲子的旋律是由它们重复变化发
展而来的。这是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