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精选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聆听《小狗圆舞曲》。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表演和创编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心与观察能力。

2、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并能发挥想
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3、能选择适当的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重点：理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
并能发挥想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教学难点：分小组进行填写游戏，要求边说边做小动物的动
作。

教学过程：

一、常规练习

1、随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无规范动作要求，但
要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小练习：节奏练习

二、新课学习：

1、欣赏乐曲《小狗圆舞曲》。

2）复听，鼓励学生进入角色地进行表演，（教师可稍作引导
性动作引导学生参与即兴表演）

2、通过自编动作表演歌曲《小狗圆舞曲》，录音、学生的伴
奏、歌表演结合起来表演。

三、小结下课。（随着音乐，学生结伴律动出教室。）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二

对于小班，我可以说是不熟悉的，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怎样
的方式去面对他们，第一次上小班的课，心中紧张极了。

本次活动我犹豫了很久，一遍一遍地听着《小狗圆舞曲》的
音乐，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后来通过寻找相关资料、请教老
教师，最后就出现了大家所看到的这堂课。原本，我想让孩
子坐在垫子上上课的，这样便于孩子的活动，但何老师说小
班是孩子形成生活常规的重要时期，坐垫子不合适，因此我
打消了这个念头。原本的游戏导入，也因考虑到孩子的能力
而取消，改为开门见山，直捣主题。

这是一堂欣赏课，我却将重心偏向了游戏上，忽略了让孩子
安静地欣赏音乐的重要性(一般需安静地完整欣赏三遍)，以
至于虽然孩子的表现、课堂的气氛十分活跃，但对于音乐的
理解以及所表达的内容的掌握就比较欠缺，与欣赏课的目标
背道而驰，这是我将在以后内容定位时所要注意的。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三

上课时，由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和谐，因此课堂气
氛还比较活跃，值得一提的是，聆听环节中,应该多从音乐要
素的角度去分析挖掘。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让学生充
分的展示教学效果，假如让学生在最后聆听完整的音乐时，
能结合唱、跳、伴奏，让有他们自愿选择唱或跳，多一个环
节展示同学们学到的东西效果可能会更好。还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在聆听乐曲的时候，乐器的音色没有做过介绍，而且作
为圆舞曲的概念最好是在欣赏作品时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区归
纳，而不是教室一味的灌输，这样更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价
值体现。

最后自己讲解的升号、降号、还原记号音乐知识的时候，有
些突兀，没有很好的跟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以后一定要多加
注意，把抽象的音乐知识贯穿在课文内容中，就能让学生更
加具体形象地理解。

以上是我对这次公开课的反思，希望各位老师能对我提出宝
贵的意见。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四

我教孩子们学唱第一小圆舞曲的第一主题，唱谱子。很快学
会了，三拍子的特点几乎就没用教孩子们掌握很好，而且看
得出来兴趣特别高。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聆听乐曲，结果就是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共鸣，即使后边的不熟悉，但是
结合我的指点，结合聆听，结合课本乐曲的结构图，孩子们
对乐曲一目了然。

最后我让孩子们欣赏了现场演奏版的《溜冰圆舞曲》结束了
本节音乐课。

我想，欣赏也是音乐课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如何上好欣赏



课也无定法，但是值得研究时间。我想这堂课虽然没按模式
出牌，但是课堂效果很好，孩子们高兴开心，充实，老师上
的也投入，兴奋有激情。

仔细分析，一堂课下来也有学生的活动，更主要是孩子们积
极性的提高，还有音乐相关知识的渗透，不枯燥，曰：充实
快乐!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五

钢琴独奏曲《小狗圆舞曲》是波兰音乐家肖邦在世时最后发
表的圆舞曲。乐曲以快速进行，在很短的瞬间终止，因此又
被称为《瞬间圆舞曲》或《一分钟圆舞曲》。全曲为简单的
三段体，在四小节引子过后，主旋律以反复回转的形态出现，
速度很快让人目不暇接，中段是优美抒情的旋律，一、二两
段形成明显的对比，第三段为第一段的反复。

在教学时，我先播放音乐，让学生通过聆听初步感受音乐的
情绪变化；再次聆听时，引导学生通过乐曲速度的变化为乐
曲分段，然后指导学生辨别哪两个部分是基本相似。分段聆
听时，分析比较一、二两段在旋律进行及节奏上的各有什么
不同。听赏过程中重点引导学生配合音乐的情绪与节奏、速
度等音乐元素进行小狗的模仿表现。通过这样的欣赏教学，
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同时也激发学生对音乐听赏的兴趣。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六

我的欣赏课《溜冰圆舞曲》是这样设计的：初听时，让学生
初步感受乐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再听时，让学生按节奏的变化
区为乐曲分段，并辨别哪两个部分基本相似;分段听时，分析
比较两个主题在旋律进行及节奏上的特点，联想这两个主题
各描绘怎样的情境，并随着音乐模仿;接着分小组讨论，可用
哪些形式来表现乐曲?于是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有的创编故
事，有的用绘画等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乐队.然后出示一条旋



律，学生仔细观察后找出提示中的旋律进行及变奏规律，进
行创编乐曲，然后分别视唱改编前后的乐曲，再次体验旋律、
节奏等因索与乐曲情绪的关系。

这样经过在不同层次上的反复聆听及亲身体验、合作参与后，
使学生在体验、内化的基础上得出音乐的旋律进行及节奏变
化与音乐所表现的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再次合作，
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培养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这样的欣赏教学，学生
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实践能力均有提高;思维及反应能力较从
前敏捷;自信心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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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七

值得高兴的是在幼儿跌倒时，我以"呀，这只小狗转晕了，他
都跌倒了。"来解释孩子躺在地上的表现，不是手足无措、视
而不见。同时难过的是没有引导孩子如何使自己不跌倒，致
使许多孩子跟着纷纷跌倒。有些老师说我后面的课有点急，
这是由于意外的'发生引起的紧张造成的，她们建议我在备课
时预先想好幼儿的反应，这样当出现意外情况时，不会很紧



张。最令我意外的是：我会那么温柔的对待孩子。说实话，
我一向是一个大嗓门，我一说话，十步远的人都能听到，但
这次我却……可能是自己意识到了这个情况，怕吓坏孩子吧。

我了解到：不管上什么课，不管是小班、中班、还是大班，
老师的引导语言、动作、眼神，甚至是说话声调，都能深深
影响孩子的情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要用适合于他们年龄特
点的方式对待，不能一视同仁。活动内容要富有悬念，语言
要精练，有时孩子比我们以为的聪明多了，我们也能从孩子
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所谓"教学相长"也。

铃铛舞音乐教学反思篇八

音乐课主要的教学形式还是以启发式教学为主，本节课以启
发、讲授、师生互动为主要形式，使学生在经历体验、实践
探究、自主合作中获取新知，形成能力。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传统的音乐课堂教学之所以难以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重要的原因是课堂教学难以进入学生的生活
空间。因此，学生通常以一个局外人或旁观者的姿态进入课
堂，难以形成积极的体验。此教学片断，利用音乐游戏，使
音乐课堂成为学生的生活空间，使其随音乐游戏的起伏把自
己的情感融入音乐游戏角色，触及学生心灵，便于教师在宽
松的课堂氛围中将音乐知识、技能有效渗透其中。此教学片
断本人并未从音乐作品中的音乐要素进行讲解，而是通过不
同形式、互动性极强的音乐活动，调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
在律动与游戏中感知这些要素。活动设计看似自然、随意，
但都是依存于音乐的本体展开，教学目的明确而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