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唱山歌歌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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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山歌歌教学反思篇一

《唱山歌》是四年级下册，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节课。梦霞
老师和我都曾经上过这在教学这一堂课时，在自己上和听课
的过程中，感到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唱山歌》一课教学内容选自《刘三姐》，脱胎于广西民歌，
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但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故
事是遥远的、旋律是拗口的。可以说，学生对于这方面的音
乐贮备很少。同时我们发现，这堂课可以选择的素材很多很
丰富。从电影《刘三姐》到斯琴格日乐翻唱的《山歌好比春
江水》到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可以用的素材也比比皆
是。不光教学素材的安排与取舍，整个教学环节的设计也是
遵循了这一原则。在欣赏教学中，由浅到深。从尽量贴近原
生态的歌曲欣赏（教师的演唱）到经过整理配器的版本的欣
赏，在到现代音乐方式对他的改编；在新歌教学中，有聆听
（听）到部分的参与（一领众和）在到摹仿在到独立演唱最
后在启发创作不同的歌词。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力求作到
抓住内核与本质，素材很多，很丰富，莫让乱花迷人眼。弱
水三千，我只要最有用的那一瓢。

创设情境，是最常用的一个课堂环节设置了。无论学科，无
论课型，被广泛使用。但什么样的情境最有效？贴切、简洁、
系统，这是笔者在本课的一次次设计中感受到的几点。

说起情境的创设，最常用的一招，便是风光的导入。本课所



对应的广西、桂林山水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一开始，我精心
设计制作电子幻灯片从风光到民俗涉及到人文历史特产等等。
在试上时发现反映不是很好。走马观花的浏览使学生心浮气
燥。注意点太多之后反而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后来我也沉下
心了问自己，这里的情境到底要起什么作用。其实这里重要
的是给学生一个心理上地理位置的暂时性转换。感受一个适
合于“山歌”产生特定的音乐地理环境。（山的开阔使广西
山歌悠远，水的柔和又让广西山歌不失细腻）。能起到这个
作用，那就够了。所以我们马上进行了调整，用简单的几幅
最富代表性的图片、配上寥寥数语的解说简洁明快的切入了
正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另外，情境的创设不应只体现在多媒体等表面的导入上。更
不能应景似的在开头处出现了一下就不见了踪影，那是为了
情境而情境。在我看来，情境创设而更应该是一个系统，从
头到尾延续在整堂课中。在各个教学环节中都发挥作用。这
堂课，从一开始与老师的“唱和山水间”到参加“漓江边的
对歌会”再到学完后师生两大阵营的对歌、学生之间的对歌，
都是在创设的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对歌”这一环节，
还加入了送绣球等具有民俗特色的鼓励方式，成功的将学生
代入了特定的情境。我们还在课堂上设计了“口耳相传”。
即由老师带领学生哼唱和接唱。最大范围发挥了民歌“模
仿”的本质。这本身也是对民歌产生的原生态的一种情境再
现。最后的环节中，老师用稍作改编后歌声感谢同学的参与
和学习，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我们创设的情境，那就是相和山
水间！

每上一堂课，孩子们总能给我最多。我们的生成出发点，应
该是学生最真实的需要。就如这堂课中由老师带领学生哼唱
和接唱的“口耳相传”部分，其实就是一种模仿，是几个音
几个音分开来？还是一个乐句一个乐句的完整学，在设计时，
我们曾经犹豫过。割裂开来一音一音的模仿虽然教学速度快，
但割裂了音乐的整体性，犹如庖丁解牛，却味如嚼蜡。而一
个乐句一个乐句的整体听赏过后的模仿。虽然需要多花几遍



时间，却一气呵成。这种设计不仅是从音乐本身最真实的特
点出发，更是从养成学生音乐素养最真实的需要出发。我们
要完成的不是一堂课上的环节流畅，更应该是最初最真的梦
想。

每上一堂课，孩子们总能给我最多。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他
们在课堂上生成的真实往往是突现的灵感，能为课堂增加灵
动。上课中有很多孩子精彩的表现，我最珍惜的却是这样一
个细节，在“你唱我和对山歌”的互相帮腔环节中，很多孩
子都投入的只演出自己的那句，只有一个孩子捣乱似的一会
粗声一会细声。一边唱还一边做怪样。因为被同学检举说做
鬼脸，我在课堂上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一人分饰多角，
一会是老汉、一会是地主、一会是酸秀才、一会是老大妈。
当然要一会粗声一会细声的挑来跳去啦”他的回答让我们忍
俊不禁，也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投入和创造。我送给他大大
表扬，借此更把歌曲背景结合了人物的音色向其他孩子做了
介绍，看着他感激的眼神，其实我更想对这个会思考敢表演
的孩子说声谢谢！

不记得是谁曾说过，一个作品中，使我们真正感到愉快的是
作品音乐上的美。我甚为认同。在音乐课堂上，最能打动师
与生，最后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也应该是音乐本身的魅力。
在音乐教育中，最后要达到的最终的梦想，也应该是孩子们
发自内心的对音乐旋律的热爱、追求、感受、表现。愿我们
的老师选择最有用的素材，创设最有效的情境，在真实的预
设与生成体验师生的共同成长，求真、求善、求美。让这千
百年来流淌在在山水间的歌声，流进孩子们的生命，一步一
步的靠近那最初的梦想。

唱山歌歌教学反思篇二

《唱山歌》这一教学内容，涉及到美丽的广西和刘三姐的故
事，学生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影片中“对歌”这种形式学生
也易于接受，乐于演唱。为后面的拓展活动做了铺垫。我一



开始就以不同民族的歌曲，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有利于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

接着，教师演唱《唱山歌》导入，让学生初步感悟到优美婉
转的旋律。我的的范唱激发了学生兴趣，以饱满的热情唱出
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引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在听
觉上保持对音乐的热情，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是把音乐美的魅力传递给他们的先决条件。

学生通过再聆听歌曲，感受音乐的美妙，学生说出音乐的特
点，与以前学过的歌曲在音乐风格上的区别。这对于学生了
解歌曲的基本艺术特性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从找相似的旋
律入手，对比演唱相似的乐句，让学生很快掌握了容易混淆
的部分，从而更好的唱准歌曲。在学生完整演唱歌曲后，让
学生了解了壮族的“歌圩”，拓展了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知
识，拓展活动中的对歌部分，学生的热情很高。但在学生自
己编创歌词时，有一部分学生还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缺乏自
信，以后的教学中要多鼓励学生参与创编。

唱山歌歌教学反思篇三

《唱山歌》教学内容涉及到美丽的广西和刘三姐的故事，学
生非常感兴趣。对歌这种形式对于传统的音乐课来说，形式
新颖，题材广泛，学生也易于接受，乐于演唱。我一开始就
利用多媒体把学生带入了秀丽的广西，突破了传统音乐教学
在时间，空间，地域上的限制，扩展了教学容量，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接着，教师演唱《山
歌好比春江水》导入，让学生初步感悟到优美婉转的山歌。
使学生身临其境，就象来到了广西人民的中间。歌曲是同学
们较为熟悉的一首歌曲，学生们的兴趣很浓厚.但怎样能把歌
曲演唱得更地道呢？首先请学生聆听音乐，感受音乐的美妙，
请同学们说出音乐的特点，与以前学过的歌曲在音乐风格上
的区别，这时学生了解歌曲的基本艺术特性有很大的帮助，
良好的范唱激发了学生兴趣，且教师从生硬的、喋喋不休的



理论讲解中解放出来。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唱出歌曲所要表达
的情感，引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在听觉上保持对音
乐的热情，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把
音乐美的魅力传递给他们的先决条件。

不足之处:

1、优化自己的课堂教学的语言，使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给学
生带来学习音乐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语言美与音乐美完美
和谐的统一。

2、在评价方面要做到多鼓励、多表扬、少批评。今后要对学
生进行正确的评价、及时的表扬、热情的鼓励，这样才能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今后要加强基本功训练，加强对课程标准的学习。

唱山歌歌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采用听山歌、唱山歌、对山歌等教学步骤，引导学生
在欣赏中学习，在学习中创作。

首先，听赏分别用普通话与桂柳方言演唱的《唱山歌》，感
受、发现两种民歌的特点：民歌与方言联系；学唱原汁原味
的山歌。

接着，通过欣赏电影《刘三姐》片段，黄婉秋与小学生们对
歌的片段，2004年南宁国际民歌节中外歌手合作表演的《对
歌》，引导学生发现《对歌》的特点，歌词中的第一句大都
有一句带吆喝性的喊句，句与句之间的衔接采用了方言衬词。
教学过程中，表面上没有很明显的技能训练，而是以欣赏、
学唱山歌和对山歌等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在轻松地愉快地感受
和发现山歌和对歌的特点。然后，由创编歌词、对唱山歌，
培养学生的演唱技能、创新精神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教师随机给学生鼓励和赞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
生的自信心，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当然，教学内容安排
和随机调控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唱山歌歌教学反思篇五

《唱山歌》一课是人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五十六朵
花中收录的歌曲，是一首壮族民歌。

本课突出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教学。课前，每个小组都围绕本
课提出了学习需求，如想了解有关刘三姐的身世、观看电影
视频、学唱歌曲等等。我鼓励学生围绕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
搜集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对刘三姐这个人物和故事
有所了解，为学唱歌曲奠定了基础。我把学生们搜集的资料
合并在一个ppt中，并且由小组代表进行介绍并针对这一内容
提出问题。如张榆杰组搜集的是《唱山歌》的歌曲视频，她
提出了一个问题，通过观看视频聆听歌曲，表现刘三姐是怎
样的人？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能体会出刘三姐的歌声中唱出
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学生演唱的情感，
加深了对歌曲的理解。

在学唱过程中，以任务卡的形式进行。小组讨论交流三个问
题，即找出旋律起伏的特点、找出歌词演唱时的特点、找出
藏在歌谱当中的三拍子的小节，总结节拍特点。学生通过聆
听歌曲，能够正确地找出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在我的
帮助下，用划旋律线、演唱体验、划拍正确演唱时值等方式
总结出本课歌曲的特点，加深了学生对于歌曲的理解。

注重音乐旋律的分析和感受。在体会旋律起伏的环节中，我
请学生边唱歌谱边手划旋律线，体会起伏特点。此时，我还
将音乐形象融入其中，引导学生感受到这样起伏的旋律像连
绵起伏的山脉和微波荡漾的春水，学生从旋律的角度出发，
感受出歌曲内在的美妙之处，为歌曲演唱打好基础。



教学重难点突出，解决方法得当。

一字多音，尾音很长是这首歌曲的难点，为了让孩子能正确
演唱歌曲，我将两个长音的“哎”旋律单独出示在ppt中进行
对比。学生从中看出，这两个旋律音高都是一样的，但是开
头的2时值不一样。紧接着，我请学生划拍演唱两句2的时值，
学生能比较好地把握时值长短。在歌词演唱中，我也强调这
两句的演唱，对于个别学生演唱不准确加以纠正。学生对于
难点把握比较好。

教学主线突出，贯穿始终。本课以刘三姐的故事为主线，不
仅带领学生学唱歌曲，而且还了解到壮族地区的节日风
俗“歌圩节”、刘三姐的身世，感受刘三姐山歌对歌的情景、
刘三姐用歌声与地主恶势力斗争的情景，学生从多个层面对
刘三姐这个人物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加深了歌曲演唱的情
感表达。

本课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歌词演唱的时候，我只注重听
他们演唱的是否准确，没有从音乐形象方面加以剖析，下次
讲课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本课内容安排比较多，学生在演
唱上就不够充分。今后的教学中要将教学结构安排的更加合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