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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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篇一

反思一：

本学期，我主要是从事中、高年级的教学。必须把握好课堂
的前15分钟，提高课堂的效率。为此我对自己的教学安排做
了相关的调整，我通常把师生问候，练声及复习前一首曲目
的时间把握在前5分钟。通过简短的导入然后直奔主题，这样
一来学生能很好掌握本节课的重点及难点知识。而导入的方
式也必须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说，把握好学生的心理特征，
课堂的效率已经可以提高一半。

反思二：

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听觉的作用，审美主体对于音
乐的各种听觉感受能力，是审美能力的基础。因此先唱歌、
后识谱与先识谱、后唱歌在教学目的上并不矛盾。而在传统
的教学方式是先识谱、后唱歌，通常情况下，针对有一定识
谱能力的学生，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但
是我却发现，其实很多同学对简谱并没有了解，如果采取先
识谱后唱歌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但学生没有对该曲目起到兴
趣，也把课堂前15分钟的宝贵时间也白白浪费掉。对此我作
出以下的改善，在教唱新歌前我首先让学生欣赏，以听领先。
并让学生和着音乐做简单的律动，使学生对音乐有了听觉上
的印象，为下一步学好歌曲作好铺垫。然后让学生欣赏歌曲、



感受音乐，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再通过让学生
唱歌，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歌谱中的难点，使学生在识谱时
降低难度，让学生感觉识谱并不太难，从而增强其自信心，
加深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篇二

《森林的歌声》这堂课连试教共上了三次，每次上课的教案、
课件都有所改动，我在不断试教中寻找着更好的教学思路。
今天趁热打铁，把一些感想写写出来。

1、师生互动很重要

教师的教学状态时刻影响着学生，而学生的上课表现也时刻
牵引着老师的发挥。在第二次试教中，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进
入教学状态，而有些学生也没有很好地投入，导致整堂课平
淡乏味。虽然在教学环节的安排上有一点新意，但因为师生
没有互动，这些“金子”就不可能被学生挖掘出来。而在今
天的公开课上，我吸取了昨天试教的教训，将课堂气氛完全
调度起来，我教得开心，学生也学得开心了。

2、深入分析教材很重要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经常会觉得一些教学内容根本无从下
手，所以在上课时就轻轻带过。《森林的歌声》我以前也上
过，但只占一堂课的1/4，甚至1/5。虽然完成了教学任务，
但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根本没有达到，那就是让乐曲深入人心，
感受音乐带来的美感。几节课后再让他们聆听，他们又会感
觉比较陌生了。而这次我上课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反复
聆听乐曲，寻找乐曲中特有的动物声音，查找各种相关资料。
这些准备工作对我的教学非常重要，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
是教学效果却让我很欣慰。

3、教学思路清晰很重要



在第二次试教时，因为准备不是很充分，所以对一些环节不
是很清楚，有时候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而是用课件才勾
起模糊的思路。所以那次试教失败了。而今天在上公开课前，
我反复看了教案，对课件也反复熟悉操作，理清楚了教学思
路，显然今天的教学比前几次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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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篇三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音乐课内容，我一直都会找一些课外的歌
曲给他们听，然后学唱，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对演唱这些优
美的课外歌曲怀着极大的热情，有时侯甚至还超过学唱课本
歌曲的热情。我相信这也是很多音乐老师们心中的感受和疑
问：孩子们到底喜欢什么歌呢？这个问题，实在不是我一个
人能够回答的，所以，希望和其他老师们分享这个问题，集
思广益，找到一些孩子们喜爱的歌曲。首先，先聊聊我自己
的一些感受吧。

这个学期，学校提出“每月一歌”的计划，我就想起了春节
晚会那首生动有趣的《吉祥三宝》。所以，一开学没多久，
我找时间给孩子们听了这首歌。低年级的孩子们特别高兴，



有的模仿爸爸，有的模仿妈妈和宝贝，那些奶声奶气的声音
让我觉得十分好笑。原来以为高年级的孩子不一定喜欢，但
是在高年级播放后，他们也特别喜欢唱。对比课本上的歌曲，
我觉得《吉祥三宝》之所以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可能是以下
的原因：

歌曲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用比喻和拟人表现了家庭的温情
和孩子们的天真可爱。比如：

女儿：爸爸，

爸爸：哎！

女儿：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爸爸：对拉。

女儿：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

爸爸：在天上!

作为大众喜爱的歌曲，借助媒体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流行，
所以孩子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这首歌。

选取的歌曲要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媒体的流行力量不可忽视。

但是，我觉得问题又来了，孩子们深受媒体影响的好的方面
和不好的方面一样多。比如，高低年级的孩子都向我提过，
希望可以学唱当时最流行的《两只蝴蝶》、《大长今主题
歌》，高年级的孩子更是些五花八门的歌曲，什么《披着狼
皮的羊》、《童话》、《笔记》、《七里香》〈化蝶
飞〉........总之什么最流行，他们就想学什么，曾经让我
很头疼。

对小学生，他们的'思维是朦胧、半知半解的。选取的课外歌



曲内容一定要健康，学唱课外歌曲目的一样是让孩子们快乐、
健康成长，而不是过早的理解成人世界。

还是要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么能让孩子们喜欢，又健康的歌
曲有哪些呢？

我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还特别喜欢唱片里的歌曲。
记得以前读小学，喜欢唱〈黑猫警长〉、〈葫芦娃〉、〈花
仙子〉，〈叮当猫〉，所以我找了这些歌曲给低年级的孩子
们听，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效果不好！除了〈黑猫
警长〉男孩子比较喜欢，其他反应平平。后来放的〈挪吒〉、
〈四驱兄弟〉，他们兴致就很高，几乎全班齐唱。后来一想，
就明白了，现在的孩子看的动画片和我那个时候怎么会一样
呢？连以前我们熟悉的“小叮当”，现在的名字都叫“多拉a
梦”了。

要从孩子们的角度去看、去想，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
以，有时间和孩子们聊聊，看看他们对歌曲的喜好。

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篇四

《美丽的黄昏》是一首要求轮唱的歌曲，对于学生来说，是
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较高的音乐素质，轮唱是很难进行
好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先用了两个声部同时唱不同音高
的练习让学生感知二声部的特点。后再教授歌《美丽的黄
昏》。

第一次课结束后，我总感觉上课的效果不是很好，仔细回想
上课过程，发现对歌曲旋律聆听和对歌曲节奏的掌握方面有
些欠缺，所以，我将教案进行了改进，在开始时候学习歌曲
时，增加了跟节奏读歌词环节。并且第一句歌词统一用do音
读，第二句统一用mi音读，最后一句统一回到do音上。整体
读熟练以后，再用“轮唱”的'方式读歌词，这样的方法不但
解决了学生唱歌时节奏的准确性，也让学生在“轮唱”读歌



词时提前体会两个声部用不同音高朗读的效果。这时，学生
对歌曲的节奏已经掌握，在此基础上，在播放音乐，让学生
聆听音乐的旋律，后跟琴歌唱。这样，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
学生学习歌曲和旋律如果纯青，水到渠成。有了前面跟歌曲
节奏用“轮唱”的方法读歌词的基础上，歌曲《美丽的黄昏》
轮唱练习很快就完成了，而且效果很好。

最后的环节是用乐器为歌曲伴奏，一看到乐器学生就像一下
子被唤醒一样，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了，对于乐器伴奏学生一
直都是很喜欢的，课堂也因此被带入了高潮。我选用沙锤和
三角铁为伴奏乐器。由学生设计节奏为歌曲进行伴奏。用乐
器为歌曲伴奏我觉得在平时的课堂中也应该多多运用，既可
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

音乐课拾豆豆教学反思篇五

20xx年，我在镇教研会中，与音乐教师们一起看了音乐录像课
《剪羊毛》，现在就此课在这里谈谈我的观后感。

《剪羊毛》这一课主要体现“感受——表现——创作”这一
认知规律，通过教学设计，引导学生探索，合作学习的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
玩中学，乐中学，寓教于乐，有效促进三维目标的达成。

在创编歌曲这一环节中，教师能够有效地发挥小组合作学习
的效率质量，注意到了以下2个方面：一、合理组建合作小组。
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性别、个性、兴
趣、特长等合理搭配好，保证组内成员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二、教师注重合作学习中教师角色转换。美国教育家多尔说：
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地位是“平等中的首席”。由此看来，
教师和学生是互相合作的双方。在《剪羊毛》小组创编环节
中及时发现小组中的意外事件，重视定位自己的角色，走到
学生当中，能够与学生一起探讨、一起表演，建立一种相互
融合的和谐关系，参与到学生的表演中来，共同体验学习过



程中成功与快乐。

在课堂进行的始终，教师都能够注意用艺术的语言对学生进
行评价，例如教师在课堂中针对不同环节，进行具体的评价。
如在唱歌中，“你的附点音符唱得很准确！”“你的吐字比
以前清晰了。”在拍节奏环节中，“这个切分节奏你拍得很
准！”在口风琴吹奏中“你的指法真熟练！”在小组合作
中“你和同学的配合越来越好！”“你的组织能力真不
错！”……等等。在这些具体的评价中，能使他们看到老师
对他的重视，因而倍感自豪，学习更加努力，始终保持兴奋
的情绪积极的学习。

总之，新课标理念倡导的音乐学习方式更多地应关注学生的
情感、态度及对学习环境、学习内容、认知方法的取向方面，
而本课从这些方面都得到了有效地体现，这是我今后教学中
要学习和掌握的，本次听课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