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 三年级音乐教学
反思(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一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并表演歌曲，感受全世界人们的共
同心愿—团结友爱，合作友谊，和平共处。学生自己创编动
作并和同学组合进行表演，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在学习中感受歌曲蕴涵的深远意义。分角色合作表演歌曲。

演唱歌曲在一课时完成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师生共同配合，
教师要用简单的方法和准确的范唱来带领学生演唱。

钢琴、录音机、串铃、舞板、碰铃等。

（针对歌曲里的附点节奏老师编节奏和同学们问好，让学生
们在一上课的时候就接触到附点节奏的复习，之后再用歌声
问好。）

1、老师提问：中国的人口现在有多少？（13亿）要是这13亿
人口每个人伸出手来帮助有困难的人，力量将会非常的强大。
有句名言说“团结就是力量”。

2、老师讲故事：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女孩从小就跟着爸爸
妈妈在国外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小女孩的爸爸妈
妈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遭遇了车祸双双去世了，她成了一个孤
儿。此时和她邻居的一位阿姨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将她收
养了。外国阿姨对小女孩很好，对她就象自己的亲生女儿，



小女孩生活的很幸福。可是没过多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小
女孩身上，她生病了，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需要移植相同
的骨髓才能得救。外国阿姨向我们国家发出请求帮助这位小
女孩寻找骨髓。消息传出来后，人们都很热心的帮助她，很
多人都申请捐助骨髓，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与这
个小姑娘相匹配的骨髓。最终，小姑娘获得了重生。

听了这个故事，同学们有什么启发呢？说说自己的看法。
（生谈自己的看法）

师总结：有一首歌里就曾经唱到（老师唱）“只要人人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人人伸出一只手来帮
助有困难的人，这个世界将会变的更美丽，更团结，更和平。

3、师出示歌题。

1、听歌曲录音，从这首歌里你听到了什么？边听边用身体的
各个部分为歌曲伴奏。（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伴奏，表扬学生
的创新动作，激发更多同学的创新意识）

2、师：让我们一起感受小朋友们的友爱之情。

老师带大家读第一段歌词。（将附点节奏读的重一些，引起
学生的注意）

3、设问：为什么“全世界的小朋友…”老师要带大家读两遍
呢？

接下来第二段应该从哪里开始？

引出“反复记号”和“段落跳跃记号”，师生一起复习它们
表达的意义。

4、再听录音，注意“反复记号”和“段落跳跃记号”在歌曲



中的运用。

5、师生齐读第二段歌词。

6、分工合作读歌词，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一二组读第一段，三四组用身体伴奏。

三四组读第二段，一二组用身体伴奏。

7、老师：同学们表现的这么好，老师也想表现自己了，我来
把歌曲唱给你们听，你们也为我伴奏。

师范唱歌曲，生拍手伴奏。

（表面是激发了老师的表演欲望，实际是肯定学生，鼓励学
生的一种做法，在后面的学习中，学生一定会表现的更出色）

8、学生跟着琴声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哼唱，学习歌曲。

跟琴声唱两遍；带上歌词唱一唱；跟着录音唱一唱；

9、师：大家一定有信心成为合唱团里最优秀的小演员，跟着
伴奏把你们最美的声音展示出来。

跟着伴奏唱歌曲。

10、师生讨论歌里唱到的“白色、黑色、黄色”的手分别是
你知道的哪些国家的肤种。学生回答（让学生知道现在很多
国家都是在友好交往，人们的共同心愿是和平共处。）

1、师生分角色合作，自己创编动作表演歌曲。

2、学生自己分角色合作表演歌曲。



3、请学生上台表演，师生评价。

4、全班一起表演。（满足没有上台的学生的表演欲望）

老师总结，在歌声中结束下课。

《每人伸出一只手》是人教版六册第八课《爱和平》中的一
首学唱歌曲。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并表演歌曲，感受全世界人们的共同心愿——团结友爱、合
作友谊、和平共处。学生自己编创动作或在教师的带领下进
行表演，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教学过程分四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首先请学生跟老师合着歌曲的旋律做律动，使学生在无形中
初步了解了歌曲的旋律：接着，采用两组不同的节奏问好，
解决歌曲中的难点——附点八分音符。第二部分：导入。采
用讲故事与提问的形式导入课题，让学生沉醉在爱的世界里。
第三部分：歌曲学唱。主要通过聆听歌曲、学唱旋律、拍手
游戏、分角色演唱等步骤学习歌曲，让学生边学边玩。第四
部分：延伸。表演《感恩的心》并进行爱的教育。

本节课主要本着传统、平实的教学设计思路，并通过一些小
游戏的介入，活跃课堂气氛，使原本朴实无华的课堂又增添
了一些生气；条理清晰，教学环节一环紧扣一环，学生能紧
跟着教师的思路走；整节课感觉比较顺畅。

1、教学环节缺乏一些创新的设计

2、教师过于强调自身的教，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二

在教学中我以新课改为主导思想，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合
作交流，启发、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教学，



以多种形式来表现歌曲，让学生充分体验、感受歌曲的美感，
培养学生对四季景色的美好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下面我
就这堂课的教学做以下几点反思：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要上好一堂课，必须要让孩子们
感兴趣。我便创设情境：告诉孩子们音乐王国里权威的张教
授要考考他们，要学唱歌必须要过关了才能唱。。。。孩子
们听了非常感兴趣，很有信心。我在教学中创设了三次情境，
既让孩子们学会了歌曲，又让整个课堂处在一个轻松、和谐、
积极、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教学中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新课改倡导要注重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我在教学
中注重学生这些方面的培养。首先，我以学生为主体，根据
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孩子们都是生活在
农村，对四季的特征有很深的感受，我就以次揭示了本课的
课题，很自然的让学生理解了的内容。其次，在学唱歌谱、
歌词时注重了引导学生进行合作交流，很自主的进行学习，
教师适时的给予指导，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3、教学中注重评价。

评价是教师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环节，也是肯定学生的方法
之一。在教学中我每一个环节注重了评价。评价的方式主要
有学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的评价。通过这些评价，既肯
定了学生的成绩，又让学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可谓一举两
得。

4、运用多种表现方式表现歌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教学中我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进行创新的角度出发，运用



综合艺术教育的手段，将画画、演唱、诗歌、舞蹈多个艺术
门类的特点与学科有机的整合起来，让学生分组集体创作，
创编诗歌、歌曲舞蹈等，让学生充分得到发展。

1、课堂教学中，学唱歌谱的形式、方法还需要更新。这是一
节普通的唱歌课，教学的模式可能还不够完美、精致，但却
是具体、丰富的。

2、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完整，这是以后我
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培养、引导的方面。

在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我得到了锻炼、提高。在教师成长
的道路上，我留下了坚实足印。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将继续
努力，探索出更多新方式、新教法，让孩子们在音乐的天地
里快乐的成长。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三

《唱脸谱》这节课教学为例，在教学步骤方面，我根据学生
的心理，态度精心设计，使教学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激活了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同时采用了音乐综合的方法，增强了教
学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创造性。

设计思路从介绍京剧引入教学，紧接着使学生充分欣赏，体
验京剧韵味的歌曲《唱脸谱》，从谈论歌曲的体裁，讨论音
乐段落的划分。

体会京剧唱腔韵味体现在哪里对比有无装饰音，下滑音的效
果，教师范唱引导模仿。通过课件介绍京剧脸谱的谱式，使
学生对京剧脸谱产生兴趣，并获得一些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
及其各方面的艺术能力。

在知识技能方面，一部分学生在学之前就接受了比较好的教
育，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对于京剧的基本知识，如：京剧的



由来，脸谱的谱式与颜色等等都有了浅显的了解，老师所要
做的就是要让学生融入课堂当中，实现教于学的主动结合。
整节课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

通过欣赏脸谱，使学生了解脸谱是中国京剧中的一种脸部化
妆方式；学唱《唱脸谱》更能让学生了解中国国粹与流行歌
曲的巧妙融合，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艺术的兴趣，进
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这样一来，学生在课程当中，他们的认知，体验，效果自然
好得多。整个课堂情绪高涨，学生思维积极主动，一方面加
深对音乐课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能促进学生进一步感知音
乐的内涵中表现自我，创造自我。做为一名音乐教师，为使
下一代接受"美育"熏陶，端正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必须大
力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音乐教育。音乐教师任重道远，
关键在坚持不懈潜移默化，关键在于结合新的音乐课标，不
断摸索出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以更好的适应教学形势的需
要。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四

《上去高山望平川》是一首典型的“花儿”体裁的民歌。在
欣赏的时候，要注意引导学生感受“花儿”基本音列的特点
和演唱自由（如延长音、滑音）的特点，可补充欣赏具
有“花儿”特点的歌曲，加深对“花儿”体裁的感知。

“花儿”是回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体裁之一，流行于甘肃、
宁夏、青海等地，其特点是高亢、奔放。相对于以前的课而
言，学生对这节课相对来说兴趣就少了很多，最大的一个原
因是他们对这个体裁的歌曲不喜欢，其实根本是在于我引导
的不够。其实这首歌曲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可以说
是西北民歌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成功之处：在欣赏之前，我首先给他们介绍了这首歌曲，然



后就让他们进行听赏，听完以后并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
首歌曲的特点是什么，多说学生还是能体会到奔放这一点的。

不足之处：还有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注意听，他们在对待教学
的态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也和学生的性格有关系，
有些学生性格比较活泼开朗，活动就来就相对积极一些，有
一些同学性格比较内向，活动起来就比较被动，所以这就要
求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调动这
些学生的积极性。尽量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来，这样我们的教学效果一定能够达到最大化。

在下一个班级的教学中，我一定会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性，
让学生和我一起置身于音乐当中，这样课堂气氛肯定会更活
跃。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五

情境教学是把儿童的认知和情感活动结合起来，将儿童带入
一种思想境界，以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
性，使之在探究的乐趣中激起学习兴趣的一种教育教学方式。
《火车开了》是一年级第一册中的歌曲，一年级的学生好动、
好玩、我抓住这一特点，以游戏和视唱、听唱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教学，效果非常好。教学中，我设置学生坐火车去旅游
这个情境入手，在车厢里进行模仿火车开动时的三声部节奏
训练，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情境中玩、学，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歌曲。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在以下两点有了点滴突破：

1、首先，我引导一年级学生进行了三声部的节奏训练。一年
级的学生在节奏上只需掌握由四分、八分、二分音符组成的
四小节节奏即可。但在这节课我尝试着组织学生模仿火车开
动时的节奏训练。一组用“呜-”模仿汽笛声；一组用“hong
hong hong……”模仿慢慢开动的声音；另一组用“咔嚓咔嚓



咔嚓……”模仿快速行进的声音。学生在我的引领下有序的
进行着，开始有些合不上，但经过讲解与练习，最终三个声
部完成的很好。在这可以看出孩子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2、其次，带领学生试着视唱歌曲旋律，以培养学生初步视唱
的能力。视唱旋律应该在二年级进行，我把这一环节在平时
的课堂中逐一渗透，这样不仅有意识的培养了学生的视唱能
力，还对口琴教学有了很大的帮助。我先弹两小节歌曲旋律，
让学生仔细聆听，然后在视唱，不仅培养学生的聆听能力，
也慢慢培养了学生视唱的能力。

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不足：在孩子唱会歌曲后，我带领孩子做
了一个开火车的游戏，孩子一边唱一边模仿火车开动的动作。
在学唱歌曲时，我采用的是中速。孩子们都能够有表情的演
唱，在表演唱这个环节，歌曲的速度突然提到了快速，有的
学生适应力很强，可以有节奏的唱起来、动起来；但还是有
部分学生只会做动作，而忘记了歌词。这一环节没有达到我
所设想的效果。一年级的孩子年龄小、气息不够稳。第一课
时学生能够准确地随音乐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就很棒了。学
唱歌曲要由慢到快，表演歌曲可放在第二课时，这样孩子有
一个适应的过程，我想效果会比较好些。

高一音乐教学反思周记篇六

1、了解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初步熟悉不同风情的民族音调
和民族物质，是音乐学习的重要方面，也是音乐素养的的组
成部分。因此，在导入新课时，我让学生观看“那达慕大
会”，学生初步了解了蒙古族的风土人情、感受“那达慕大
会”的热烈、壮观的场面，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歌曲的欲
望。

2、在学习歌曲曲谱时，我利用了这首歌曲很多地方运用了相
同的旋律，我先让学生反复听，找出了相同的旋律练唱，学
生很快地熟悉了乐谱，歌曲难唱乐句也就迎刃而解了。学生



用较快的速度学会了这首歌。

3、在歌曲的处理上，我除了引导学生在充分理解歌曲的基础
上欢快、活泼的表现歌曲，并要求学生做到咬字吐字准确、
清晰。还让学生为结束句设计多种力度变化进行演唱，感受、
比较其不同的音乐效果。

不足之处是：有个别同学胆量较小，不敢大胆地表现歌曲，
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