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篇一

1.知道五星红旗是中国的国旗，代表我们国家，有热爱祖国，
尊敬国旗的情感。

2.掌握词：五星红旗。国旗。尊敬。

3.能热情、愉快地演唱抒情、欢快风格的歌曲。

首先我利用自己的动作和歌声开始了教学活动，看完老师的
范唱和动作。我问，歌曲的名字是什么？你听到什么了？你
能做一下刚才老师做的那个动作吗？孩子们积极得举着手，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歌曲的真正名字，有的孩子说出了整
句歌词，有的孩子说了几个词语，做了个简单的动作，都很
棒。我问除了这几个一样的动作之外，刚才你还看到什么动
作，它是什么意思?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孩子们认真
地学着音乐，帮助幼儿直接地面对本次活动的难点。明确了
本次活动的核心，老师教的轻松，小朋友学得更欢了。在活
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通过提问：“你开心吗？”“为什么
开心？”让幼儿体验、反思到：“我今天是自己通过做动作
学会了歌曲，我很棒！”帮助幼儿提升在本次活动中获得的
价值。这就一方面使每个幼儿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另一方面又很自然地将教学策略传递给了幼儿，成了他们自
己的学习策略。在活动中，教师尝试将幼儿的学习经验通过
反思转化为幼儿的有意识的学习经验。因为“意识”是“我
知道”，是对问题的清醒认识。只有成为仪式的经验才能成
为今后可迁移使用的有效经验。因此，“你在唱歌时是用什
么方法帮助自己记住歌词的”这样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学做解放军孩子们玩的可开心了！

音乐课不能单单的只是学习歌曲、欣赏名作、传授乐理知识,
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要参入多元文化,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同时
吸取多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精华充实到自己的音
乐课堂上,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对音乐课的课程设置也让学
生参与其中,让他们说一说自己在音乐课上渴望学习到哪些方
面的知识和优美的歌曲。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篇二

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音乐《高人和矮人》旋律轻快
动听，高低音区别明显。于是我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特点设计
了中班音乐游戏《高人和矮人》。《纲要》中指出：让幼儿
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活
动中我以故事引出，以在高矮王国玩的情景贯穿，并让幼儿
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音乐游戏，体验音乐游戏带来的快
乐。

根据中班幼儿易受感染力强和富有情趣的事物感染的特点，
我在活动的过程中将音乐游戏的内容创编成故事情境讲给幼
儿听。先以故事导入，使活动更加赋予了趣味性，也更加吸
引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活动中孩子们都带着新奇的愿望
积极地投入到了沉浸到了我们创设的情景音乐游戏中。故事
的导入也使音乐变的更加生动形象，在情感的牵引下，幼儿
们都更大胆形象地表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音乐角色，表达出
了对音乐的理解。

音乐游戏，称之为游戏，就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那如何在
音乐游戏中建立规则，如何让幼儿来理解这个规则呢？在活
动中我还是运用了讲故事的方式，将规则融入于故事中，除
了生动形象的故事语言吸引幼儿外，动静交替的语言故事更
让幼儿静下心来听。活动中故事的讲述一下子就吸引了幼儿，
因为幼儿听的仔细，他们了解了音乐游戏的规则，所以他们



在后面的游戏中也就玩的更加投入，更加开心了。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分析这次音乐活动的观察和倾听行为，我认为我的这次
活动没有能够做到充分的观察和倾听，因此有许多幼儿没有
表达机会，也有的幼儿没有掌握音乐节奏，这是今后应当注
意的地方。

在活动中，首先引领幼儿回忆。出示挂图，帮助幼儿梳理已
有的生活经验。当我问幼儿“我们用什么洗衣服”的时候，
幼儿的回答热情很高涨，但是我只是叫了个别幼儿回答问题，
有许多幼儿没有回答机会。如果我让幼儿之间相互讨论一下
效果会更好。在我让幼儿用动作告诉大家怎样洗衣服的时候，
也是只是让个别幼儿做动作，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后也可以让
幼儿相互之间讨论一下。

第二个环节是创编环节。引导幼儿倾听《洗衣机转转转》音
乐，并大胆进行想象。“我们一起来听《洗衣机转转转音
乐》，请小朋友想一想衣服在洗衣机里是怎样被洗干净
的。”在引导幼儿随音乐创编衣服在洗衣机里的各种动态的'
时候，有的幼儿无法理解洗衣机运作的过程，因而创编不是
很成功，我应当在之前详细讲解洗衣机的运作过程，使幼儿
形成洗衣机运作过程的经验，这样更有助于创编。

第三个环节是做洗衣游戏。幼儿分别扮演衣服和洗衣机的角
色，情绪高涨，但是幼儿虽然能够根据口令做出相应的动作，
但是如果抛开口令听音乐，动作就比较混乱。因此我应当在
引导幼儿倾听音乐方面有所加强。

第四个环节是引导幼儿评价有创意的动作。我发现幼儿普遍
评价自己的好朋友做的动作好，不够客观，因此在平日应当
引导幼儿形成正确的审美观。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篇四

音乐欣赏是一项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和音乐能力发展的活动。
下面就我对中班幼儿音乐欣赏教学的几点反思。

达尔克洛兹认为：“音乐本身就是以听觉为基础的，音乐教
育应完全立足于听。”因此，音乐音乐欣赏教学应该以听为
主线。在听的基础上，教师用简洁、准确、生动并具有启发
性的语言、图片、电化教具去提示音乐的思想性、艺术性，
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帮助他们认知和了解音乐。如：在音乐
欣赏《荷包蛋》的教学时，我让幼儿注意倾听歌词内容，幼
儿边听边感受自己煎荷包蛋的过程及荷包蛋煎好后请大家尝
一尝切身体验。在听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情不自禁地随着音
乐节奏做煎蛋的动作。此时教师适当用图谱诱导，加上一些
自由发挥的简单动作。让他们进一步投入音乐的意境。又如：
《卡普里岛》的教学。如在引导幼儿欣赏《卡普里岛》时，
首先我用语言把幼儿带入去卡普里岛旅行的情境中。“请闭
上眼睛，我们要开船去卡普里岛旅行啦！”然后让幼儿欣赏
音乐，让幼儿感受韵律平缓、反复的特征，想象卡普里岛有
什么情景。听完音乐让幼儿说谎产卡普里岛可能是一个什么
地方，再让幼儿看图谱，游览美丽的卡普里岛。这样音乐欣赏
《卡普里岛》就编排完成了。

幼儿的创造开始于模仿，脱离了知识经验、技能技巧、思维
方式等这些“创造工具”，创造性发展就等于一纸空谈。所
以在此模式中，首先由教师直接提出主题，或引导幼儿回忆
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主题，然后由教师直接根据主题引出
基本动作，并引导幼儿学习基本动作，最后再引导幼儿用集
体讨论探索的形式，创造出各种新的动作。

比如我在进行音乐欣赏“化蝶”的音乐欣赏活动时，我在准
备好相应的歌曲之后，请幼儿自由的创编，孩子们有的侧飞、
有的向上飞、有的向前飞、还有的往后退着飞，一幅姿态各
异、可爱的蝴蝶画面刹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孩子们的



动作虽然不相同，却只局限于单独动作，此时我只是稍加引导
“哎呀，蝴蝶一个人飞多寂寞呀，这可怎么办？它们会怎么
做呢？”孩子们在我的点拨之下，很快进入新一轮的创编，
三三二二的做停在花朵上的动作……在此轮创编中孩子们不
但随着音乐打开记忆的闸门，展开充分的想象，而且还加入
了更多同伴间的合作，使自己的动作经验得到了较好的提升。

在活动中尽可能的为幼儿提供同伴交流与合作，显得十分必
要。因为幼儿在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基本相同的水平，他们间
的交流是平等的.、双向的，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心理上相互
影响，情感上相互支持，行为上相互模仿，经过认同、内化，
融入自己的经验，从而促进自己的发展，表现的欲望和信心
会更足。所以，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为幼儿
提供同伴间充分交流的机会，并善于捕捉幼儿创作中好的范
例，引导幼儿相互学习、相互观摩、相互借鉴。因为，这个
好的“范例”，对其他孩子来说是一个很直接的启发，他们
可能模仿这个好的动作，也可能在此启发下，创作出更新的、
更独特的动作，从而更好的以“典型”带动“全面”。

音乐一开始，幼儿就会马上进入到表现中去，这瞬间的反应，
也就是对幼儿的个性发展和判断能力培养的时刻，这就需要
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马上要随着音乐的韵律而动，
投入到再创作——自我表现的阶段中去。在这个过程中，由
于各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程序不同，对音乐、音乐欣赏反
应的“潜质”各不相同，因此，反映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
表现程度。有的一听到音乐前便知道用什么动作去表现；有
的则要在听完音乐后，才能表现出组合的动作；而有的只能
反复停留在几个简单的动作上。这时教师就要进行个别辅导，
恰当地示范和启迪，帮助他们联想意境、理解音乐，让他们
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在音乐欣赏《小红帽》这一活动
时，用视频仪放大幼儿用书，指着图讲述故事情境，引导幼
儿有节奏地说图谱：“小红帽去森林，她一会儿走，一会儿
跑一跑，见到外婆嘻嘻笑。让我们一起跟着小给帽出发吧！
走一走一迪笃迪笃……”然后让幼儿倾听音乐《小红帽》，



跟着教师的伴奏一起有节奏地说。这时性格内向的幼儿动作
幅度小，缓慢地表现出小红帽走路的情境。性格开朗的幼儿
则动作幅度大，用一蹦一跳的动作表现小红帽走路的情境。
教师应给予恰当的分析，肯定和鼓励，引导和提高幼儿的表
现能力。

听中班音乐教学反思篇五

我在执教艺术活动《昆虫音乐会》时，我把本堂课的重难点
确定在了，用小乐器进行合奏表演上。选择的小乐器有木鱼、
碰铃、串铃等。当孩子们掌握了各小乐器的演奏方法和技巧，
在我的指挥下进行表演的时候，突然在孩子群中传来了咚咚
咚的声音。我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原来是我们班出了名
调皮的施加仪小朋友，竟然用两只手拍打着桌子。顿时全班
小朋友都停了下来，有的哈哈大笑；有的也学他的样子拍打
着桌子。教室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让我哭笑不得。当我正
想狠狠批评他的时候，突然脑中有了另一个想法，于是我做了
“嘘”的手势，回顾一圈，所有孩子都安静了下来，并都看
着我。我先以严肃的表情叫到：“施加仪，请你站起来”。
看得出来，他以为我要批评他了，低着头，满脸害怕的样子。
我走到他的身边，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问他：“你刚才为什
么要拍桌子呀？”他轻声说：“我老是轮不到敲乐器”。原
来由于教学用具的欠缺，每样乐器只有几套，不能满足所有
的孩子人手一只，有时只能请个别在节奏感较好的孩子使用
乐器，或是看哪些孩子表现棒进行传递。施加仪是班上有名
的调皮孩子，所以孩子们都不喜欢传递给他。我问他：“施
加仪你想用拍桌子表演什么小乐器呀？”“木鱼”那你给大
家用木鱼表演一下可以吗？我边说边请他到前面来，他有些
不敢敲，我又给了他鼓励的眼神，还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在
我的支持下，他终于大胆的进行了演奏，还表现的特别好。
我抓住时机发动其他的孩子都竖起大拇指表扬了他，得到大
家表扬后的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表现的特别棒。在大家敲的
不亦乐乎中，整个活动结束了。



在我们的教学生活中难免会碰到一些个性突出的孩子，当他
们犯了错误的时候，相信他们也是最需要我们老师宽容和理
解的。在本次活动中，当我看到孩子犯错时，并没有批评他，
而是抓住时机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方法，让孩子感觉到老师的
关注，感受到自己只要做好以后，老师和小朋友都是喜欢自
己的。做为老师来说如何引导教育孩子在犯错后学会改正，
这就是一门赏识教育的艺术。

宽容理解，是指在孩子做了错事后，我们以宽大的胸怀接纳
孩子的过失，不以过激的语言斥责孩子，也不揪住错误不放，
但能使孩子内心受到自责，并在内疚中对自己的过失进行冷
静的思考，深刻的反省，从而在我们宽容理解中痛改前非。

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赞美差生极其微小的进步，比嘲笑
其显著的劣迹更文明。相信，只要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多一
些宽容，多用鼓励的眼光看待他们，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都是很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