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优质5
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很荣幸也很感谢周浩名师工作室14年第一次活动放在我们学
校进行，我有幸上了一节公开课，上课的内容是人音版初一
下册第二单元影视金曲第一课《长江之歌》，是一堂随堂公
开课，整体感觉上的不理想，但是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现
就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反思。

由于本章的单元题目是影视金曲所以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想
紧密围绕这一主题。但又是第一课，设计到歌曲《长江之歌》
所以在备课时我很纠结。单纯上一届唱歌课少量加入一些影
视音乐的概念，还是上一节以影视音乐为主体，加入唱歌课
成为一节综合课之间我犹豫很久，最终我选择上一届综合课。
这也是我没有经验的最大体现。在这里我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就是想抓住的点过多，最后重难点不突出。如果让我再上一
次，我绝对会直接上成唱歌课。

由于我想把影视音乐的内容引出来，所以在开始上课后我给
学生唱了一首《时间去哪了》引出影视金曲这个题目。课后
老师们给我提意见让和长江之歌有关，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导入新课以后引出影视音乐中的主题歌概念，引出长江之歌。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语言组织能力不好。我要吸取经验，导入
的内容一定要和课程内容有关，而且一定要直接。

1、练声



2、学歌曲、

3、分析歌曲

4、介绍影视音乐

5、感受《夜斗》

6、小结。

看起来内容很丰富，但是我没有抓住重点。作为音乐教师，
首先应该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悟，以
审美教育为核心，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以音乐的美感来
感染学生，要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进而使学生
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能力。我认为，在教学中，要使学
生先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感受、体验和表现音乐中丰富
的情感内涵。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逐渐喜欢音乐，从而才能
对音乐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在上课过程中我没有亲自给学生
演唱，发挥老师个人能力让学生直接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
在分析歌曲时我应该把问题放在学歌曲之前。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听唱歌曲，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而不是老师告诉他们答案。在教学过程中，我很重视学生演
唱歌曲时的发声和气息的技巧，把演唱的技能技巧融合在教
学之中，学生并不感到枯燥和乏味，受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但在演唱中我没有亲自给学生演唱，发挥老师个人能力让学
生直接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在这节课中，我忽视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课堂上该多多给予学生单独表演的机会。同时，我
始终以音乐为载体，通过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音乐的过程，
使学生既学习了音乐，又增加了知识内涵，丰富了情感世界。
还有我的课件里关于长江的图片或视频几乎没有，学生不能
直观的感受长江的壮美，所以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也找不到
波涛汹涌，源远流长的感觉。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加强这
方面的引导。



通过这次上公开课然后老师们认真的评课我发现，自己上课
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需要跟家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去
实践。我发现上好一节音乐课，以不同的教学方法，学生获
得的情感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音乐老师要有
创造性的教学思路，同时对教师的素质，思维开发能力对教
师的创新能力和驾驭教材，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新的音
乐课程标准，课程模式的变化，对音乐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堂课的设计如果能够贴近学生心理，学生自然就能保持一
种对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并且融入音乐课之中。因此，在
音乐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和丰富
的感受音乐的能力，陶冶高尚情操，注重兴趣的培养，更多
的让学生通过欣赏、感受，到模仿、创作，实现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过程与方法和知识与技能多种目标的有机整合，从
而实现教学目标。

最后再次感谢参与评课的所有老师，只有你们不断地鞭策，
我才能更快的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

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1、了解有关长江的知识,加深对长江的敬爱之情，《长江之
歌》教学设计、反思 西安车辆中学 何培。

2、理解歌曲内涵,用歌声表现对长江的深切情感,激发学生对
母亲河——长江的敬爱之情。

3、初步体会旋律进行的特点与表现歌曲内容的联系,通过分
析歌曲结构,初步体会旋律进行的特点与表现歌曲内容的联系。

1、了解有关长江的知识,加深对长江的敬爱之情。

2、通过分析歌词内涵、歌曲结构,感受音乐情绪。

1、理解歌曲创作特点与歌曲情绪的联系。



2、用歌声表现对长江的深切情感。

《长江之歌》是一首抒情风格的进行曲。它们气势宏大，舒
展起伏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长江的波澜壮阔、曲折回转的情
景，乐曲用单三部曲式写成a+b+a+尾声的结构。

我们上学期曾经学习过一首有关长江的歌曲,还记得是什么名
字吗?长江与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
们哺育了江河沿岸亿万的华夏人民,被称作“母亲河”,你对
长江还有哪些了解?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学生资料收集交流)

今天我们就一起随音乐来领略一下长江的风姿。

1、初听《长江之歌》，初步感受作品

2、简介曲作者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
《话说长江》,里面的主题音乐《长江之歌》就是我们刚才听
到的歌曲,它的作者就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王世光先生。

3、分析旋律

1) 再听,提出问题：歌曲分几部分

根据我研究的子课题——乐理教学有效行为研究，我通过让
学生歌唱的方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实践中熟悉
旋律，感受不同乐段表达的不同情绪，从而引导学生愉快、
准确的划分歌曲段落，教学反思《《长江之歌》教学设计、
反思 西安车辆中学 何培》。

2）分析a段。讲创作手法,唱旋律,体会旋律的起伏与长江蜿
蜒奔腾、一泻千里的形象的'紧密相联。



a、唱谱，观察这部分旋律,是哪一种进行方式?与音乐形象有
什么联系?

根据我研究的子课题——乐理教学有效行为研究。我采用让
学生边听边画旋律线的方法，形象直观的使学生体会上下起
伏的旋律,就好像长江波浪在起伏跌宕，音乐形象跃然纸上，
将抽象、难以理解的的音乐形象变得具体而清晰。

b、再唱,找出两个乐句的特点，主题音乐在歌曲中出现了几
次?

这是音乐创作中典型的重复手法,你能说说重复有什么好处
吗?

多遍重复就会让大家对歌曲主题的印象更加深刻。

3)分析b段

a、唱谱,分析旋律与形象的联系。

以级进为主,平稳,抒情,就像长江中下游的河水缓缓流淌。

b、分析乐句变化,了解音乐创作手法:对比。既有乐句的对比,
也是乐段情绪的对比。

4)反复部分与尾声

齐唱曲谱反复部分对长江的歌颂与赞美。

尾声仿佛“回声”的音乐特点,延续了a段 3 45的动机表现了
人们对于长江的爱延绵不绝,永世相传。

5)有感情演唱歌曲旋律



音乐与其它艺术形式存在着显着的区别:绘画、摄影、雕塑、
建筑等是空间的艺术,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美术作品可以一
览无余,整体到细部反复欣赏,有很大的自由性,而音乐是转瞬
即逝的,它有时间限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由局部
到整体按顺序欣赏。这便增加了欣赏理解的困难,作曲家为了
统一作品风格,加深主题印象,常常使用重复或变化重复的手
法。

《长江之歌》是一首抒情风格的进行曲。它们气势宏大,舒展
起伏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长江的波澜壮阔、曲折回转的情景,
乐曲用单三部曲式写成a+b+a+尾声的结构。刚踏入中学校
园的同学们，对音乐课充满期待，因此，教师在课前应做好
充分准备，在教学过程里，首先，注意教学切入点导入，其
二，注重教学环节的衔接，用简练精悍的语言承上启下，将
教学细节环环相扣，使课堂既生动又活泼，从而激起同学们
对音乐课的喜爱。讲解音乐知识的时候和歌曲相结合，做到
形象和生动，容易接受。

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长江之歌》这篇课文是一首歌词，又有着诗歌的特点。歌
词的内容蕴涵着作者天马行空的想像，同时又表现出长江的
壮丽。

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引领着学生去体会每个词语的意思，
我觉得我们很难捕捉到作者在瞬间迸发出来的灵感与感受。
所以，在研读课文的时候，我安排学生先朗读课文，对课文
内容进行整体的感知。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我引导着学生
们关注歌词的写作方法，这样就避免学生陷入对某个词语的
纠缠之中。

在对课文进行整体感知以后，我设计了一项这样的朗读环节。
我让学生对比着来读每段话，一个同学读第一段中的第一句，
另一个同学来读第二段中的第一句??在读书后让学生说说你



发现了什么？这样一问，孩子们的话匣子算是打开了。

有的说：“某某句，标点符号一样”。

有的说：“某某句，字数一样”。

有的说：“第三句的意思相近”。

有的说：“每段的最后四句一样。”

我将学生发现的内容一一写在了黑板上，进行梳理。最后总
结的时候，我指着板书上的内容告诉孩子们这就是歌词的特
点，掌握了这些特点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歌词作家。

这节课，我觉得唯一遗憾的地方是没有让学生们动笔写一写
歌词，如果让他们也尝

试着写一写，我想他们的收获会更大。

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
亲的情怀，啊——”听到殷秀梅那浑厚高亢的声音，让我想
起自己，早在学生时代就迷恋这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
主题歌。现在做了老师，每次走上讲台的第一步我就浑身是
劲。我试唱这首歌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先去体验我的情感从
而理解胡宏伟谱词的感受。

这首诗表达了胡宏伟对长江的赞美和依恋之情，读起来充满
激情和力量，我主要把作者带来的力量放在自己身上，再转
嫁给孩子，让孩子因长江而自豪，因祖国而骄傲！更因自己
身为中国人而昂首挺胸！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品读”
是重要的教学手段。



但对于学生的理解我自己感觉显得有点急于求成，引导学生
的语言过于着急，教学机智还是有点欠缺。

意境是诗歌的核心，是诗人精神境界的艺术表现。叶圣陶老
先生曾说：“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学生在学习诗歌
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进入诗歌所描绘的特定意境之中，受到
形象的感染、意境的熏陶，那么，他们所获得的感受、理解、
体会等，必将实在、亲切、自然。所以我第二个方面我必须
在引导学生进入意境上下功夫，读出情感，读出味道。让孩
子在多媒体教学纪录片的配合下，展开合理丰富的想象，诱
导学生进入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与作者心灵相通产生情感共
鸣。最后使孩子们的情感在歌声中得到升华。

这篇文章我感觉教起来特别有味道，我告诉孩子我最想的是
站在国旗前唱这首歌，通过拓展他们想唱这首歌的地方：有
的说在天安门前，有的说在长城上，还有的甚至说站在月球
上想唱这首歌，从而激发孩子对祖国的爱，对身为中国人而
自豪。拓展过程中，我给孩子唱了姊妹片《运河之歌》中的
主题歌，孩子们根据运河的内容进行了仿写训练。当然在整
个教学的过程中，我遗憾的是，如果还能多拍些实地录像，
让学生对长江母亲河有更直观的认识，这样学生可能在仿写
训练时就有话可说了。

这堂课我认为没有过多的赘述，学生便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有
感情的进行阅读与思考了。我想诗是感性的，是用心去感悟
的。语文教学就应该在语言文字中充分挖掘孩子的情感，让
孩子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中华文字的美。

长江之歌音乐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长江之歌》是系列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的歌词。所以
我在学习这首歌词之前，先播放了《话说长江》的第一集，
让同学们对长江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然后导入新课。播放
《话说长江》之后，找同学来复述自己观看过程中记住的东



西，因为看得都很认真，所以长江的位置、起源、长度、经
过的省份，都基本上能说出来。接下来我给同学们范读课文，
让同学们初步感知诗歌的内容。听过之后，找同学来试读，
梁兰方同学读得很流畅，但感情不是太饱满。我指出这是因
为对诗歌内容不理解的原因。自然引出第三个教学环节：理
解诗歌内容。这一部分，我放给同学们自学，让他们结合手
中的资料，找出两节中反复的部分，理解反复的作用，并画
出自己最欣赏的诗句，在课本上作批注。同学们互相交流，
大家对诗中的比喻拟人句都能准确把握意思。

在大家自学的基础上，我引导同学们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诗歌共分为两部分，请概括两部分的主要内容。

通过讨论，同学们加深了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在此基础上，
总结诗歌的主题：通过对长江的歌颂和赞美，表现了人们对
祖国母亲的依恋和热爱。

这样，再进行朗读指导就显得水到渠成，学生很快就能把握
好诗歌气势磅礴、热情豪放、舒展宽广的诵读基调。同学们
自由读、集体读，然后指名读。在这样反复朗读之后，这首
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学生的脑海中。最后再播放歌曲《长江
之歌》让学生感受长江之美。

这节课，学生读得比较充分，不足是赏析的深度不够，学生
对诗歌的理解停留在表层。这跟我的引导是分不开的，我也
只是对诗歌有了初步的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钻研这首诗的
内涵。所以只能从字面上对学生提出要求，学生的赏析当然
也只能达到表层的程度。反思这节课，我觉得每一节课前的
充分备课都是必不可少的，来不得半点懒惰。尤其是要在平
时有丰富而深厚的本体知识的积累，这样课堂上才能游刃有
余，得心应手地把学生引向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