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课咏鹅反思 一年级咏鹅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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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课咏鹅反思篇一

在教学中创设生动愉快的教学情境，能使学生心情舒畅，学
习兴趣高。这节课，我在多处创设情境，使教学过程有声有
色。如：我以学生喜爱听的鹅叫的录音导入新课，学生兴趣
盎然。然后让学生看cai动画：杨柳飘舞，几只白鹅在池水里
昂首鸣叫，红掌拨水……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听诗歌朗读，
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诗的意境中，从而以良好的心态投入
到学习中去。

诗句用语言描写的情境，通过多媒体再现出来，就变得具体
可见，能帮助学生感受形象，进入情境。因此在教学中，我
及时展示多媒体课件中的动画设计部分，如展示“曲项向天
歌”的动画，对鹅的颈部进行特写，一只鹅反复地伸缩脖颈，
这样，重点词语“曲项”的含意就迎刃而解了。又如“红掌
拨清波”的动画，特写“拨”的动作和水波向四周荡开的景
象，突出鹅可爱的姿态。多媒体的运用，声音和图像的想象
结合，给学生强烈的印象，促进了学生对诗意的理解，在随
后的朗读训练中，学生寓情于景，很好地把自己的感受尽情
地抒发出来了。

古诗的朗读背诵是教学的一个重点。在朗读训练这个环节中，
我采用了范读、小组读、个别读、配音读、表演读等形式，
给学生创设美的意境，体会诗句的优美，鹅的可爱，激起学
生的感情。现时，许多新的念头在孩子们脑海中闪现，充满



了创造热情，在教学中，我营造了一个让学生放飞想象的情
境：假如你是水中的一只大白鹅，你会说些什么呢？在这个
情境中，学生大胆的想、尽情地说，使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
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

古人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学生进行朗读、想象之后，
动手画一画，学生画出了蓝天、白云、垂柳、碧波、白鹅，
把诗中描绘的景象形象化了，进入了自由想象的空间，乐在
其中，音乐和表演往往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使人心驰神往。
教学中，我借助音乐来渲染情境，借助表演来表达情感，在
学生诵读诗歌时，同时播放节奏轻快的乐曲，让学生尽情表
演，他们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可爱的白鹅，在池塘里悠闲的
拨动着碧波，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就这样，学生在一个宽
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中，感受了美，记住了诗句，学会了字
词。

我认为这堂课是成功的，学生在看一看、读一读、演一演、
说一说、画一画的环节中，全身心地参与，在情趣中进行学
习，在愉悦中克服困难，在体验中感悟知识，在满怀热情中
不断取得成功。

音乐课咏鹅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能学会演唱歌曲《咏鹅》，感受音乐与古典诗词完美结合
的艺术感染力。

2、在参与创作活动工，能充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用自己
喜爱的形式创作表现《咏鹅》的情境，并对非音乐音源进行
大胆的探索。

3、在美的感受中加深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真正体会生活是音乐的源泉。



教学重点

充分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表现《咏鹅》的情境。

教学步骤

导入——展开——深入|——拓展

座次编排

教学准备

多媒体一台音响一台;各他作组招牌数张;天鹅头饰四个;纸、
彩笔、塑料袋、易拉罐、沙子、小水桶、水、玻璃杯、彩色
皱纹纸、剪刀等;投影仪一台;照相机一部。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拍手念儿歌：

鹅妈妈

o鹅•o鹅o鹅o鹅，

河边来了鹅妈妈，

带着一群鹅娃娃，

扑通扑通跳下河，



嘻嘻哈哈追浪花，

鹅妈妈，o鹅鹅：

“小河就是我们的家!”

o鹅o鹅o鹅鹅!

二、导入

创设情景：(出示课件。)

池塘里，鹅妈妈带着一群上鹅戏耍的场面。

师：同学们，看到这幅生动的画面你们会想到一首什么古诗
呢?

生：《咏鹅》。

师：对了，这是唐朝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的一首诗。让我们
一起来诵一遍，好吗?

生：……

(出示《咏鹅》诗词。)

师：这首诗大家最熟悉不过了，有的同学甚至三岁就会背诵
了。谁来讲讲这首诗写了什么?

生：写出了骆宾王对鹅的喜爱之情。

生：出出了鹅可爱的样子……

师：大家说得真好。诗人用寥寥几笔就把鹅那优美的体态以
及诗人对鹅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学唱歌曲

师：以往我们都是朗诵《咏鹅》，今天我们为它谱上曲子唱
《咏鹅》。

(出示歌单。)

1、学唱歌曲

(1)放录音，学生随乐小声哼唱。

(2)采用听唱法学唱歌曲。

(3)解决反复跳越记号的唱法。

(4)学生完整地演唱歌曲。

2、启发情绪

(1)古人在吟诗的时候常常会有什么动作和表情?

(2)学生模仿并演唱歌曲。

四、展开、探索

1、启发讨论

师：《咏鹅》这首诗为什么被人们吟诵了几百年而经久不衰
呢?这是因为它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现在老师请大家思考，
能否用其他的自己喜爱的方式来再创作，以表现这首《咏鹅》
诗的情境呢?我们分组讨论，人人参与。我这儿有一个创作小
组的牌子，分别是：朗诵创作组、歌舞创作组、音响人作组、
图画创作组、手皮影创作组。我把它们分别放在各组前，你
们想去哪个创作组就自由组合，和你的创作伙伴共同完成你
们的作品。



2、学生创作

放《咏鹅》的录音，学生自由分组，自由讨论。老师巡回指
导，启发学生开阔思路，联系生活实际进行创作。

3、展示与评价

分组示讨论结果，师生点评相结合，充份新生学生的独创性
和大胆表现。

(1)朗诵创作组，采用配乐诗朗的形式。例：

第一段：全体组员朗诵原诗(慢速)。

第二段：学生有分有合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

女领：是谁，穿着一身结白的礼服。

男领：是谁，仰着高傲的脖子对天高唱。

合：噢，是你，我可爱的鹅宝宝。

第三段：全组朗诵全诗(快速)。

师生点评：他们根据原诗的情境作了大胆的发挥，尽管还不
十分完美，但这种创新精神非常可贵，如果再加上一些动作、
手势就更好了。

(2)歌舞创作组。

例：四名学生头戴天鹅头饰，扮天鹅做舞蹈动作。其佘学生
唱哥们工演示自制的道具。他们用绿色皱纹纸剪成长条作柳
枝，轻轻摆动;用红色皱纹纸剪成花瓣，歌舞快结束时把红
色“花瓣”洒向“天鹅”。



师生点评：他们采用了歌舞相结合的形式。这四位美丽的小
天鹅舞姿真不错，其他的同学也配合得非常好，很有计的意
境。真是一群爱动脑盘的小朋友。

(3)音响创作组。

例：学生利用教室里现有的音源材料，选择老师提供的物品，
巧妙地营造了诗的情境，教室里响起鹅叫声、鸟呜声、流水
声、风声、雨声。

(学生有的揉搓塑料袋、报纸，抖动书本表现风声;有的用易
拉罐装上沙子，发出“沙沙”的雨声;有的用水杯互倒水、水
桶撩地水模拟流水声、雨声。)

师生占评：这组同学有自己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为我们描画了
一幅生机勃勃的咏鹅图。他们表演得真是惟妙惟肖。你们能
说他们的创作不是音乐吗?生活就是音乐的源泉。其实生活中
的自然音响，都是可以用我产聪明的头脑、灵巧的双手创造
模仿的。

(4)图画创作组。

例：用反影仪出示画。请一个学生上来讲解力画。

生：春天来了，池塘里的水绿了。嫩绿的柳枝在春风中跳舞。
太阳出来了，在温暖的阳光里游来一群美丽的天鹅。你瞧，
它们顶着红通通的礼帽，仰着骄傲的脖子对天歌唱。一身结
白的毛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它那美丽的身影倒映在绿波之上。
咦，池塘中的水为什么会泛起一层层波浪呢?原来是鹅那像像
扇子孙样的红脚掌在划水呢。

师生点评：这组同学的作品构图优美，线条流畅，用色大胆，
富有想像力，反映出了《咏鹅》诗美妙的情境。讲解的同学
也棒极了!



(5)手皮影创作组

例：这组同学分别在投影仪前展示了处己创作的“手皮影”
作品。

(一手弯曲作鹅头和鹅脖子，手肘作鹅身，另一只手作尾
巴。)

师生点评：他们的构思很有创意。你们看，这影子多像一只
天鹅呀，真是一幅极有创意的皮影作品。让我们一块儿跟他
们学一学。

五、综合、拓展

学生集体讨论。综合表现举例：

首先，音响创作组创设情景，模似鹅叫、鸟叫、流水声、风
声、雨声。前奏中全体朗诵原诗，然后全体一起唱前段歌词，
歌舞创作组和乐舞蹈，配上飘舞的“柳枝”飘舞。间奏时朗
诵创作的儿歌，全体一起唱后段歌词。最后两然诗，配上飞
洒的花瓣。舞蹈组在台前做舞蹈造型。学生的图画在屏幕上
出示，做背景。

学生全体创造表演后(全程录音)，老师给全体学生拍照作纪
念。

六、小结

放学生的创作录音。学生排队出教室。

音乐课咏鹅反思篇三

语文书上有一个单元的口语交际是《找春天》，于是我决定
去网上看看有没有好的教案可以借鉴一下，无意中看到了



《四季》这首儿歌的教学还挺不错，于是和办公室的几位老
师一商量决定就让学生来说说四季吧，他们应该有话可说！

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先引导学生说说春天是什么样的？有
哪些有趣的活动，接着让学生小组讨论，选择自己最想说的
季节（注；说清楚季节的特点以及一些相关的活动）最后出示
《四季》歌，让学生自由创编诗歌。

在设计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美好的想法，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却
总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1. 在讲述春天美丽景色的时候，本来用多媒体出示春天的图
画并配有音乐，但由于事先准备不充分，所以没有用电脑，
上课的时候只出示了春天的图画，当然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2. 课堂语言不够丰满

班上的学生在讲述春天的时候说：春天到了，春笋宝宝从地
里探出脑袋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小朋友把春笋当
成了可爱的小宝宝，并且用了一个“探”字，但是我对他当
时的发言评价：“恩，不错﹗”作为学生的启蒙老师，我们
不仅要表扬学生，在表扬的同时更要让他知道他好在哪里，
对其他的学生也能有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3. 适当的引导学生四季歌教学反思。

学生在讲述每个季节的特点以及活动的时候都能说到一点，
但是不够完整，教师就应该很好的引导一下，出示一些简单
的句式，比如：春天到了，( ).。夏天天气真热， ( ) 。让
学生有个说话的环境。

音乐课咏鹅反思篇四

1.感受歌曲滑稽、幽默的风格，唱准弱起拍。



2.大胆想象违反常理的、滑稽的事情，仿编歌词。

1.袜子一只，音乐《胡说歌》

1.重点：感受歌曲滑稽、幽默的风格，唱准弱起拍。

2.难点：大胆想象违反常理的、滑稽的事情，仿编歌词。，
并表现歌曲的滑稽，幽默。

1.导入：

复习：《颠倒歌》这首歌好笑吗？还有更好笑的事情呢？我
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欣赏歌曲，感受歌曲的'滑稽可笑。

（1）完整倾听歌曲，初步感受歌曲的滑稽和幽默。

提问：听了这首歌曲，你有什么感觉，为什么？

（2）感受歌词的韵律。

教师拎着袜子，有节奏的地念歌词与幼儿互动：“你把袜子
穿在耳朵上吗？”（幼儿说不是）换另一幼儿接着问：“你
把袜子穿在耳朵上吗？”（幼儿说不是）、、、、（引导幼
儿感受歌词的韵律）

（3）再次完整欣赏，肢体律动感应歌曲的节拍。

3.学唱歌曲

（1）教师完整范唱。（体现歌曲的滑稽、幽默）

（2）听教师完整范唱第二遍。在第三小节、第四小节和



第八小节的休止符处，有节奏地拍两下手，加念”不是”

（3）用哼唱，跟唱的方法学唱歌曲。（唱准弱起拍）

（4）钢琴伴奏，以合唱、小组唱等方式练唱。

4.仿编歌词，并演唱。

（1）编唱不合理的穿戴。

师：把袜子穿在耳朵上是一件很好笑、很滑稽的事，谁能编
出更好笑的事？

（2）编唱不合理的事情

引导幼儿编唱不合理的事。如：“你把上衣穿在脚上吗等、、
、”

（3）请个别有创意的幼儿边演唱、编表演。

（4）自然结束。

（本活动案例参考教师指导用书）

音乐课咏鹅反思篇五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用富有感情的、优美和谐的声音演唱，激
发学生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围绕教学目标，我精心设计
了教案，并进行了教学实践。我觉得上好这一课需要解决如
下这些问题：

a、如何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我觉得应该好
好地加以思考，第一节课时，我首先让学生说说中国日新月
异的变化，说出自己的感受，学生发言踊跃，但总觉得不够



深入，如果能播放一些vcd画面（表现祖国繁荣强大的场面）
就更能从内心激发起学生的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b、第一环节激发感情后如何过渡到本课的教学需要斟酌，可
否用“看到这样的场面，你想对自己的祖国说些什么？作为
一个中国人你感到怎么样？”来过渡更好一点，原来直接过
渡到课题“中国、中国我爱你”显得太突然。

c、在学习歌曲第一环节让学生欣赏时，问题应该简化一下，
就问：“这首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就可以了，问题太多
学生无法深层思考。

d、分析旋律可放在教师弹奏歌曲时提问：“这首歌曲可分为
几个乐段，每个乐段的旋律有什么特点？或每个乐段可分为
几个乐句，乐句与乐句比较一下有何关系？”引导出旋律的
节奏，音高相同和相似。

e、难点让学生在唱歌词时自己发现，
如“野”“光”“窝”“梦”的一字多音，“字”的高音到
低音的过渡，然后教师通过范唱和跟节奏念词来解决。

f、在合唱训练时可先让一部分学生唱词，一部分用母音“la”伴
唱低声部，对一些音程可单独挖出来让学生先听音程再唱。

g、在完整演唱歌曲的基础上，可以让学生聆听老师深情地朗
诵，体会出丰富的情感：自豪感、感激等，在理解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去演唱。

h、歌曲学完以后可作两个拓展，一是从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方面，如让学生创编歌词，体会当作词家的快乐；二是从情
感上进一步拓展，找共鸣。如还有哪些表现爱国之情的歌曲。
《红旗飘飘》、《五星红旗》、《我爱你，中国》。这样既
可锻炼能力又可激发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