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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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篇一

有三点我做得比较成功：

一、充分发挥了插图的作用。引导学生观察课文插图，对雷
暴的“可怕”体会得较为轻松深刻。有利于把学生带进雷暴
发生时那令人心惊胆战的情境之中。

二、顺利调动了学生的积累。通过“看到这幅图画，你们仿
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调动了学生的生活
积累;通过“此时此刻，你想到了哪些词语?”调动了学生的
词语积累。让学生想象，当时这些自称有学问的人是如何对
富兰克林说的?通过言语训练学生对“冷嘲冷讽”这个词的学
习较为扎实。

《天火之谜》一文讲述的是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为了揭开雷
暴的秘密，在雷电交加的天气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风筝试
验”的故事,赞扬了富兰克林勇于探索、敢于实验的科学态度，
说明只有通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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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的?通过言语训练学生对“冷嘲冷讽”这个词的学
习较为扎实。 三、逼真再现了文本的情境。如课文第一自然
段紧扣“可怕”来写，我通过引导观察插图、调动已有积累
两条途径，将课文第一自然段的文字变成了具体可感的情境，
学生在观察、表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身临其境了,体会富
兰克林勇敢无畏、忘我的科学献身精神!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篇二

这首歌曲难度较大，如果按常规教法，恐怕学生学完歌曲后
就没有时间进行音乐戏剧表演了，而我认为这一课的重点就
在于进行音乐戏剧表演，因此，歌曲教学应缩短时间。

既要缩短教学时间，又要把歌曲学会，还要唱准，这的确是
个难题，通过多次尝试，我采取了以下方法来达到要求：

一、分段教

要想把歌曲唱准，必须一段段过关，先学会第一部分，并且
都唱准了，再教第二部分。

二、取消分段教学中词、曲的无伴奏演唱

为了缩短教学时间，将分段教学中的无伴奏演唱部分取消，
只在最后演唱整首歌曲的时候，进行一次无伴奏演唱，以此
来确定学生是否学会。

三、前半段教学方法的变动

前半段比较容易，就词、曲都教，但不用学生齐唱曲谱了，
接龙唱曲后就直接接龙唱词，这样学生容易接受。

四、后半段教学方法的变动



后半段较难，就干脆不教曲谱直接教歌词。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篇三

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技能，
而更重要的是应该有爱心和责任心。爱心和责任心是教育成
功的金钥匙。

高尔基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才
可以教育孩子。”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
育的对象是有理想，有志向，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有
被爱和被尊重的需求。

教师要想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首先必须得热爱学生，尊重
学生。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才能赢得学生对老师的热
爱与尊重，信任与亲近，才能建立起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
才能使学生在老师无微不至的谆谆教导中，乐意听从老师讲
的道理，努力把老师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只有热爱学
生，尊重学生，学生才会把老师当做良师益友，老师才能了
解到学生的真实思想，真实想法，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
才能使学生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成长。

关爱学生，捕捉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聚集学生身上的优点，
让学生自信的学习，健康的成长。最后，爱学生就要以自己
的榜样作用，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影响学生。用
自己的爱滋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向上的力量。

“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师爱学生，学生也就会爱老师，
老师尊重了解学生，学生也就会尊重了解老师。只有有爱心
的老师才能培养出有爱心的学生。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位和永久的教师，他们在人的一生成长中
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认为：“学校与家庭是两个并肩工作的雕塑家，有着相同的



理想观念，并朝着一个方向行动。在创造人的工作上，两个
雕塑家没有相对对立的立场是极其重要的。”尊重家长，引
导家长了解、参与、监督学校的教育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家
长的监督教育作用，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家长是一支蕴藏着巨大教育潜力的队伍，他们中间很多人的
素质并不低于教师，教师只有放下架子，经常虚心地听取家
长的批评和建议，才能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的积极性，
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通过师德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全国优秀教师魏书生的关于老
师劳动有“三重收获”的观念非常正确。他认为老师的劳动
一是收获各类人才，二是收获学生真挚的感情，三是收获科
研成果。正是这“三重收获”的观念，指引我在教育教学的
征途上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潜心钻研学与教的规律，在
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细细地体会着教书育人带给我的乐趣。

总而言之，我认识到加强师德修养对自己教育教学工作的推
动作用。我相信自己在今后的教育生涯中一定会不断提高对
教师道德的再认识，规范自己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前进，不
断地更新自我，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做到寓德于教，
为人师表。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篇四

《人间词话》系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
读》第十单元“人文心声”单元的经典选文。作为选修文章，
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我并没有把它完全当成选修课，而是
将这一课的内容作为新授课来讲解。

选这一篇课文的原因如下：《人间词话》属于文艺学的内容，
知识难度和理解难度相对之前的文言文来说较大。为此，在
学生自主预习和合作探究的基础上，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
具体在上课过程中，让学生逐个突击关键词，形成整体认识。



目标设定方面，让学生了解王国维生平及其著作《人间词
话》，理解和掌握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的关联。再次基础上，尝
试用“境界说”赏析古诗词。知识重点与难点集中在“境界
说”的'内涵与外延。授课结束后，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达
到预期目的。同时，为了按照内涵与外延的理解，第一课时
的选文阅读顺序被打破，变成第一、五、三、四、二则。在
环节安排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要求的时间，而是进行相应的
调整。学生探究的时间相对缩短，重点放在教师讲授上。当
然，这样的作法也有弊端。教师展现了自己知识与能力，学
生个性展示相对减少。整体来看，由于学生学习时间有限，
阅读宽度和深度有限，讲授法只能说相对有益。当堂检测内
容，教师提供诗句，学生根据“境界说”来辨别有我之境和
无我之境，形式为集体快速回答。

作为新教师讲授这样的文本，确实难度挺大，备课准备繁琐，
讲授过程很可能会面临众多的问题，如文本理解难度大，学
生理解不上去等。因此，这样的课程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六年级音乐爱的人间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讲的是九岁的佩佳没有完成妈妈给他安排的一天的
任务，觉得今天的事情可以放到明天去做。妈妈领他看了在
这一天里拖拉机手、建筑工人、面包师的工作成果和图书馆
里大家一天看过的书，使佩佳明白了自己“失去了一天”。

我采用表演的形式进行着，现在课堂正进行到展示对比环节，
瞧，第一组的同学表演情景再现：霞霞同学扮演的“妈妈”
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彦儿同学扮演的“佩佳”说：“你已
经放假了，今天的任务是：在农舍旁边栽一棵树，读完《远
方的青山》这本书。”说完，妈妈上班去了。望着妈妈的背
影，“佩佳”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说：“现在没有人打扰我
了，继续睡觉了。”“唉，妈妈布置我的任务怎么办呢?嗯，
睡起来再去做，时间多的是，还来得及。”



就这样，佩佳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果园，找果子吃，并且还和
一群可爱的蝴蝶(学生扮演)做起游戏来了。“失去的一天”
同学们能创造性地再现出来，令人深思。接着，各小组交流
自己周末在家一天的时间安排，和佩佳进行对比，感受是什
么?最后全班交流。气氛达到了高潮，孩子们的小脸红通通的，
深深地知道了时间的宝贵，他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就这样，“失去的一天”的含义，学生们在表演、体验、对
比中了解了。懂得了时间的宝贵，懂得了如何珍惜时间，懂
得了“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的深刻含义。

看着这群可爱的精灵们，俺的眼中满是爱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