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 一年级音乐教
学反思(通用6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总结怎么写才能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一

在学习《唱唱跳跳去旅游》一课时，为了让小朋友在活动中
学习音乐，感受音乐，培养音乐兴趣，我就提前设计好了节
奏练习，有跑有跳有走，趣味无穷。

教授《唱唱跳跳去旅游》一课，我主要让小朋友感受了四分
节奏、八分节奏、四分休止符的时值长短，借助读拍和走路、
跑步的实际动作以及拍手拍腿的动作来掌握、理解这些节奏
的时值长短。

开始时让小朋友在座位上边拍边做，而后起立在原地做，然
后再组织小朋友向前或向后运动说读拍节奏，这些活动的结
合，小朋友做的很认真，玩的也很开心。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小朋友对节奏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活
动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些节奏，认识了节奏的时值，掌握了
这些节奏的相关知识。在小朋友掌握了这几条节奏后，我告
诉小朋友当看到某条节奏时你要做火车开了、钻山洞或过大
桥、爬山坡、火车到站的律动。小朋友学得不亦乐乎，节奏
的学习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增添了许多乐趣，也提高了学习效
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让小朋友带着兴趣去学，从内心中
真正树立对音乐这门学科的热爱，他们才会主动去学，认真
去学，教师也会融入到孩子们愉快的活动中，才会真正得到
教学的愉快与乐趣。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二

本课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歌曲，并通过自己对歌曲的
理解，通过学生动手制作云来更深层次的理解歌曲。

在课的设计时，我针对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心理需求出
发，抓住学生们爱游戏、爱看动画的特性，因此，在教学内
容的设计和安排上，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采用多媒体教学
手段进行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使他
们在感受音乐的同时，学到知识，发展想象力、模仿力和记
忆力。课的一开始，我就用变魔术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通过老师动手用纸撕云，激起学生学习歌曲的欲望，同
时也达到了点题的效果，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
歌词、学习歌曲，在学生年龄小的情况下，通过制作出形象、
生动的flash动画，用直观的画面帮助学生记忆、学习。整堂
课我从三个环节入手。

首先让学生聆听音乐和观看动画的形式来感受歌曲，再通过
老师带动学生用各种游戏的方式学习歌词及旋律，并在此教
学过程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各种音乐能力，最后让学生用自
己的声音来表现歌曲。

在学唱完歌曲《云》后，在学生动手制作完云后，通过学生
对歌曲的理解，用手中云的道具来表现歌曲，学做云在天空
中飘动的律动，像一朵朵白云，并请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
想象自己手中的云像什么，为下一堂课的创编做铺垫。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者，而且是学生可亲、可敬和值得信
赖的朋友，要走进学生的心里，捕捉学生的内心世界。他们



想什么，需要什么，喜欢什么，难在哪里?要用满腔热忱的赞
誉、鼓励，保护和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本堂课孩子
们都在老师为其创设的音乐氛围中大胆表现，让每个孩子都
动了起来，当我与孩子共同在自己制作的云海中，演唱着优
美动听的歌曲时，我深深的感受到，教师要将音乐课堂变成
美丽的大自然，让孩子们放飞童心、童真，绽放出绚丽的花
蕾。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三

《爱唱什么歌》是义务教育课程规范实验教科书一年级下册
中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优美，采用五声宫调式写成，曲调
多用重复手法，音域只在六度以内，简单易学。歌词中的象
声词生动地刻画出相关小动物的形象，表达了小动物们愉快
的心情。

根据一年级同学的特点，上课伊始，我就播放了一段《动物
狂欢节》的背景音乐，和同学一起进行了边听音乐边扮演自
身喜欢的小动物的律动，把同学的思绪牢牢地抓住了。同学
们兴奋地跳着、笑着。在这欢乐的氛围中，我又以猜谜的形
式引出了故事的主人公。就这样，同学在教师的引领下自然
地走进了每一个环节的学习。同学学得主动、积极。为了使
同学的自学能力得以充沛地培养，我还让同学自学了第二段
歌词，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细节局部出现了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方：歌曲的强弱规
律的体现，歌曲的情绪、速度、节拍等音乐要素点得不够到
位，所以在表示歌曲的环节略显欠缺……这些都将是我在今
后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慢慢完善的。同学的一个小小的思维，
有时可能被我忽略，没有得到和时的鼓励。这或许会扼杀一
个同学积极的发明性思维。当然，我一直在努力，努力地发
现同学的任何一个闪光点，使同学在我的课堂上充沛地感受
音乐、理解音乐，继而发明音乐，努力使我的课堂更加完美。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四

别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

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
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
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
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
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
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
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
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
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
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
识，增强了自信心。

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
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
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
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五

这节课的重点是通过听赏歌曲，让学生感受不同作品所表现
出的不同情感和意境从中品味到人生喜、怒、哀、乐等情感
在音乐作品中的体现，进一步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
在教学中应注意让学生多听，我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做的很
好，在学生听赏的过程中没有打断他们的思路和感受，在听
完三首歌曲之后我有意识的安排了3分钟时间让学生讨论和交
流、并思考：这几首歌曲分别抒发了什么样的情怀?在欣赏
《我的太阳》、《索尔维格之歌》时，我简单的介绍了意大
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和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并简单



介绍了诗剧《培尔金特》的故事情节，让学生加深对歌曲的
理解。

听赏完后，我选择了旋律较简单、学生容易上口的歌曲《共
和国之恋》作为学生演唱的歌曲。使学生在演唱歌曲的过程
中体验到了其中海外赤子对祖国妈妈深深的爱。

本课以欣赏抒情歌曲为主，所以教学评价应该从情感反应着
手。学生能否认真聆听，对歌曲所表现的情感作出正确的反
映和判断，能与同学互相交流自己的体验，课后对抒情歌曲
这一声乐作品体裁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对音乐的兴趣等方面
是评价的关键。评价形式主要以学生互评为主，我加以适时
的引导，每一阶段结束时我才做鼓励、表扬性的评价，以达
到本课的目的。即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欲，培养学生用
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的能力，也为他们终身爱好音
乐、享受音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本课上的比较成功(突出重点、强调难点)，稍有不尽
人意之处是在分辨哪些是抒情歌曲环节时有个音乐小故事的
主人公的名字说错了，这点让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在今后
的教学中我会更细心的查阅资料，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

另外，这节课所用的音乐资料都是湖南版音乐教科书的教学
用光盘，画面清晰、声音效果也很好。这些教材自带的音像
资料在常规课中实用性很强，以后我会更多的挖掘这些已经
准备好的音乐资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一年级音乐课后反思总结篇六

一年级音乐《拉勾勾》教学反思《拉勾勾》是一首旋律优美，
感情亲切的儿歌，但是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好动，因此在课上
我充分利用了孩子的心理，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要求，让
他们明白音乐是他们的朋友，音乐课充满了乐趣，以便给以
后的课程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学唱歌曲时，我采用听唱法教学。把图形谱画在黑板上，
从视觉上指导学生直观地看图形谱感受歌曲旋律的高低，并
让孩子们用手指着图形谱“金勾勾，银勾勾”唱。边唱边带
孩子们一起创编动作，兴趣很高。

学会歌曲后，还安排了这样一项内容，就是每个同学一边唱
着歌曲，一边去和自己的好朋友拉勾勾。孩子们可高兴了，
都去找朋友。这时，我也走入他们之中，和每个孩子都勾一
勾指头。这下孩子们更高兴了，都纷纷来到我的面前抢着和
我勾指头，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如果不是我主动走进他
们，主动和他们去勾手指头，又怎么会让这样普通的一节课
充满了温馨和感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