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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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篇一

一、“乐器演奏”带领学生趣味学习音乐。

我利用学校乐队有学生吹法国号的优势，在本节课中，我把
法国号带入课堂，介绍有关法国号的知识，让学生触摸法国
号，尤其是班里同学现场演奏的时候，课堂气氛立即活跃起
来，很多同学升起学法国号的念头，到达了教学效果。

二、“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

这天的音乐课，让学生一齐走四三拍的舞步，一齐探索音源，
让每一个学生尽量参与到活动中来，而且参与的很精彩，参
与的很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使我们每一个孩子从音
乐中感受到了合作的愉快。

三、点燃了创造的.火花

新课标指出：中小学音乐课程中的音乐创造，目的在于透过
音乐，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潜力，所以我们教师要最
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创造潜质。其实在我设计的音乐活动中，
很多地方都带给了学生的创造空间：比如，探索音的长短，
尽量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不同地敲击方法，打破传统的思维方
式，让学生探索碰铃发出短音，让双响筒发出长音。又如，
创编歌词：当学生能完整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后，我让学生把
自己想象成一个小小音乐家，改编原先的歌词，自信、大胆



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心爱的乐器。“创造中体验”带给学生无
穷的乐趣，也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创作成功带来的喜悦。

四、拓展延伸，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

本节课的尾声，我让学生听辨音色，猜猜是何种乐器，让学
生查阅西洋乐器这个大家族还有哪些成员，引导学生积累音
乐文化的广阔天地，这也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育观
念。

在音乐教学中，我们的音乐教师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注
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篇二

《法国号》这一歌曲短小精练，朗朗上口，歌词和音调很形
象的模仿了法国号，深深的吸引了孩子们。在这一课中我将
重点定为：唱出三拍子的.强弱弱规律。并唱出歌曲断与连的
特点。

首先我请生为歌曲拍出它的强弱，大部分的孩子都能准确的
拍出强弱弱的规律。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掌握强弱拍，我引导
他们用多种形式去拍弱拍，如：拍腿、拍肩、拍肚子等。学
生掌握的十分好，兴致也很高。但在那里我忽略了一点，没
有恰到好处的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带上表情去拍手。

其次，在读歌词的环节，带入强弱朗读歌词，带入难
点：“那就是我的法国号”。提出来单独的读出来请生听我
将哪2个字读的长些。透过听他们很快就发现
了“我”、“法”字拖的长些。当他们找出来后我再请全班
同学一齐来读一读，让孩子们重视到这个地方的节奏就应是
怎样的。这样他们很快就将这个难点攻破了。



在学唱歌曲的时候我用了多种演唱形式，男生唱，女生唱，
合唱。本课的另一个难点是唱出歌曲断和连的感觉，在那里
我用了示范、比较等方法请生听、看。感受歌曲断和连的感
觉，再请生单独起来唱，然后再请全班同学一齐来唱这句，
透过多种方式的引导孩子们很快就将这首歌曲唱好了。

在学会歌曲后我又让孩子们根据这首歌进行歌表演，和加进
打击乐为歌曲伴奏等多种方式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歌曲。

为了学会这首歌曲我将歌曲的速度放慢了很多，但本身音乐
节奏的速度很快，我引导生在学会唱会后就加快速度。学生
的学习习惯培养十分重要，也不是一日之功。对学生的培养
是长期的。只有平时做好了一点一滴才能将它在公开课上很
好的展现。

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篇三

《法国号》是一首节奏规整、圆舞曲风格的法国名歌。在教
学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我没
有将学生的差异考虑到位，应该在这过程中强调小组中优差，
对相对容易点的学生相提携，并在表演过程中，加强对学生
认真倾听的习惯，使课堂上更加有序。在本课中自己觉得不
错的有以下2点：

1、认识圆号。我出示一张圆号的图片，让他们认识圆号的样
子，接着我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给他们介绍圆号：“小朋友
们，你们好，我是法国号，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圆号……”
小朋友听的很投入，很开心。让他们认识法国号的时候，让
他们做个手拿法国号的动作，边听边吹，仿佛声音是他们自
己吹出来的，学生的学习兴致也很高。

2、分组演唱歌曲并且表演。在这个环节中，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环节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篇四

游戏在儿童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尔基曾经认为：
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在教低年级儿童学习音乐时，
把音乐学习的过程变成一个个好玩的游戏，可以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集中注意力，增强学习趣味，活跃课堂气氛，本堂
课我设计了“读名字”、“转圆圈”、“呱呱琴”等音乐游
戏，让学生在活动中边玩边学。

音乐新课标所体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让学生通过主动的参与，自由的探索，从而更好地体验、
理解音乐，如今教师就是一个设计者的角色，尽量地把音乐
教学过程设计成一个个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音乐活动。通
过各个活动的参与，学生会觉得许多知识和答案是他们自己
探寻、体验得来的，而不是老师直接告诉得到的，这样他们
更有种满足感。

新课标指出：中小学音乐课程中的音乐创造，目的在于通过
音乐，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所以我们教师要最
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创造潜质，其实在我设计的音乐活动中，
很多地方都提供了学生的创造空间：比如，探索音的长短，
尽量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不同地敲击方法，打破传统的思维方
式，让学生探索碰铃发出短音。

法国号教学反思音乐篇五

这周，我上的是第七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法国号》，这是一
首三拍子的歌曲，学生对三拍子的歌曲还不是很熟悉，为了
让学生能更好的掌握好三拍子，我设计了这样几个环节：

一、打三拍子的节奏：我在歌词下要打节拍的地方做上记号，
让学生一看就明白要在这拍手，然后就直接告诉学生，拍手
后要多点两下，这样不用费尽地和学生解释什么叫“三拍
子“，学生就清楚知道了。



上完这节课，我在想，课堂上我仅仅是给学生看了法国号的
图片，学生已经很高兴了，如果我会吹法国号，把乐器带到
课堂上，让学生看，甚至可以吹一段让学生听，那不是效果
更好吗?可惜我不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