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精选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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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一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音乐课内容，我一直都会找一些课外的歌
曲给他们听，然后学唱，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对演唱这些优
美的课外歌曲怀着极大的热情，有时侯甚至还超过学唱课本
歌曲的热情。我相信这也是很多音乐老师们心中的感受和疑
问：孩子们到底喜欢什么歌呢？这个问题，实在不是我一个
人能够回答的，所以，希望和其他老师们分享这个问题，集
思广益，找到一些孩子们喜爱的歌曲。首先，先聊聊我自己
的一些感受吧。

这个学期，学校提出“每月一歌”的计划，我就想起了春节
晚会那首生动有趣的《吉祥三宝》。所以，一开学没多久，
我找时间给孩子们听了这首歌。低年级的孩子们特别高兴，
有的模仿爸爸，有的模仿妈妈和宝贝，那些奶声奶气的声音
让我觉得十分好笑。原来以为高年级的孩子不一定喜欢，但
是在高年级播放后，他们也特别喜欢唱。对比课本上的歌曲，
我觉得《吉祥三宝》之所以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可能是以下
的原因：

歌曲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用比喻和拟人表现了家庭的温情
和孩子们的天真可爱。比如：

女儿：爸爸，

爸爸：哎！

女儿：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爸爸：对拉。

女儿：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

爸爸：在天上!

作为大众喜爱的歌曲，借助媒体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流行，
所以孩子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这首歌。

选取的歌曲要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媒体的流行力量不可忽视。

但是，我觉得问题又来了，孩子们深受媒体影响的好的方面
和不好的方面一样多。比如，高低年级的孩子都向我提过，
希望可以学唱当时最流行的《两只蝴蝶》、《大长今主题
歌》，高年级的孩子更是些五花八门的歌曲，什么《披着狼
皮的羊》、《童话》、《笔记》、《七里香》〈化蝶
飞〉........总之什么最流行，他们就想学什么，曾经让我
很头疼。

对小学生，他们的'思维是朦胧、半知半解的。选取的课外歌
曲内容一定要健康，学唱课外歌曲目的一样是让孩子们快乐、
健康成长，而不是过早的理解成人世界。

还是要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么能让孩子们喜欢，又健康的歌
曲有哪些呢？

我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还特别喜欢唱片里的歌曲。
记得以前读小学，喜欢唱〈黑猫警长〉、〈葫芦娃〉、〈花
仙子〉，〈叮当猫〉，所以我找了这些歌曲给低年级的孩子
们听，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效果不好！除了〈黑猫
警长〉男孩子比较喜欢，其他反应平平。后来放的〈挪吒〉、
〈四驱兄弟〉，他们兴致就很高，几乎全班齐唱。后来一想，
就明白了，现在的孩子看的动画片和我那个时候怎么会一样
呢？连以前我们熟悉的“小叮当”，现在的名字都叫“多拉a



梦”了。

要从孩子们的角度去看、去想，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
以，有时间和孩子们聊聊，看看他们对歌曲的喜好。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二

《美丽的黄昏》是一首要求轮唱的歌曲，对于学生来说，是
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较高的音乐素质，轮唱是很难进行
好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先用了两个声部同时唱不同音高
的练习让学生感知二声部的特点。后再教授歌《美丽的黄
昏》。

第一次课结束后，我总感觉上课的效果不是很好，仔细回想
上课过程，发现对歌曲旋律聆听和对歌曲节奏的掌握方面有
些欠缺，所以，我将教案进行了改进，在开始时候学习歌曲
时，增加了跟节奏读歌词环节。并且第一句歌词统一用do音
读，第二句统一用mi音读，最后一句统一回到do音上。整体
读熟练以后，再用“轮唱”的'方式读歌词，这样的方法不但
解决了学生唱歌时节奏的准确性，也让学生在“轮唱”读歌
词时提前体会两个声部用不同音高朗读的效果。这时，学生
对歌曲的节奏已经掌握，在此基础上，在播放音乐，让学生
聆听音乐的旋律，后跟琴歌唱。这样，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
学生学习歌曲和旋律如果纯青，水到渠成。有了前面跟歌曲
节奏用“轮唱”的方法读歌词的基础上，歌曲《美丽的黄昏》
轮唱练习很快就完成了，而且效果很好。

最后的环节是用乐器为歌曲伴奏，一看到乐器学生就像一下
子被唤醒一样，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了，对于乐器伴奏学生一
直都是很喜欢的，课堂也因此被带入了高潮。我选用沙锤和
三角铁为伴奏乐器。由学生设计节奏为歌曲进行伴奏。用乐
器为歌曲伴奏我觉得在平时的课堂中也应该多多运用，既可
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三

反思一：

本学期，我主要是从事中、高年级的教学。必须把握好课堂
的前15分钟，提高课堂的效率。为此我对自己的教学安排做
了相关的调整，我通常把师生问候，练声及复习前一首曲目
的时间把握在前5分钟。通过简短的导入然后直奔主题，这样
一来学生能很好掌握本节课的重点及难点知识。而导入的方
式也必须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说，把握好学生的心理特征，
课堂的效率已经可以提高一半。

反思二：

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听觉的作用，审美主体对于音
乐的各种听觉感受能力，是审美能力的基础。因此先唱歌、
后识谱与先识谱、后唱歌在教学目的上并不矛盾。而在传统
的教学方式是先识谱、后唱歌，通常情况下，针对有一定识
谱能力的学生，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但
是我却发现，其实很多同学对简谱并没有了解，如果采取先
识谱后唱歌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但学生没有对该曲目起到兴
趣，也把课堂前15分钟的宝贵时间也白白浪费掉。对此我作
出以下的改善，在教唱新歌前我首先让学生欣赏，以听领先。
并让学生和着音乐做简单的律动，使学生对音乐有了听觉上
的印象，为下一步学好歌曲作好铺垫。然后让学生欣赏歌曲、
感受音乐，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再通过让学生
唱歌，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歌谱中的难点，使学生在识谱时
降低难度，让学生感觉识谱并不太难，从而增强其自信心，
加深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四

音乐教学更是艺术教学中的艺术。音乐反思性教学则是指运
用教育教学的有关理论，对课堂教学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思考，从中归
纳出成败得失，为不断优化后续教学提供重要的条件。实践
与研究证明，小学音乐实施反思性教学是教师自觉探索解决
音乐教学中的有关问题，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效能的有效途径，
也是促进教师自我学习，提高业务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音乐课堂教学实践中，我通过对教学《龟兔赛跑》这一案
例进行反思，具体地分析探索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策
略、集体协作等方面的反思与调整的过程与方法。

一注重音乐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反
思。

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以学生为
本。教学内容不仅具有音乐性、审美性，更应贴近学生的生
活实际。课堂教学内容只有充分利用现有教材中能引起学生
兴趣的内容，调整教材内容以适合现代学生审美需求，并根
据学生的学力水平重组教材，把充满生活情趣的内容充实到
教学中去，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与审美愉悦，让
教学内容真正使学生想学、爱学、乐学。在教学《龟兔赛跑》
时，我安排了欣赏三段不同的音乐：第一段是兔子、小鸡和
小猫;第二组是乌龟、鸭子和小羊;第三组是大象、小熊和老
牛。第一步让学生聆听音乐并思考：这段旋律表现了哪一组
小动物呢?第二步问为什么你会认为这是这组小动物呢?此时
学生会根据他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大象的`腿很粗，它
走起路来很笨重，所以它的音乐听上去很强也很沉重，而乌
龟呢，它爬得慢，但身体没有大象那么庞大，所以音乐听上
去很平稳。而小兔子是一蹦一跳的，所以音乐听上去很轻松，
也很活泼。第三步让学生聆听音乐模拟这一组动物走路的情
景。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对音乐的内化，体会音乐艺术的美感。

二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课堂目标的反思。

由于学生的需要、兴趣、经验和能力是多样化的，音乐课堂



教学目标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的音乐教育观，就必须
以学生为主体，遵循学生的显示发展水平。联系学生的客观
实际，根据教师对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把握，灵活设计课堂教
学的音乐审美、情感态度和知识技能目标，提高教学目标设
置的合适度，增强教学目标实现的有效性，真正起到教学目
标的导向、调控、评价作用，成为课堂教学成功的保证。在
设计《乌龟赛跑》这一课时定下了三个教学目标：1、通过欣
赏，让学生初步感受不同的节奏、旋律，速度所表现的不同
的音乐形象。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五

音乐课即唱歌课，但仅仅唱会歌曲的多，唱好歌曲、唱得有
滋有味的少。他们在课堂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课的后半部
分）唱歌却是“老太婆念经，有口无心”。既不用心，何来
之味、又何来之情，更何从谈感！音乐课里的歌不好听、不
够味，那当然会到课外去找。找他们处认为好听、够味的歌
来唱，还工工整整地把它们抄在精心挑选的小本本里，装在
兜里，并引以为豪。

音乐课即技能课，枯燥乏味、机械训练的多，兴趣激发、情
感抒发的少。我们的一些教师片面地理解了技能，过于偏重
技能，使得我们的中小学音乐课成了音乐基本功训练课，把
音乐当作机械的技能去训练，把中小学生当作音乐专业的学
生来训练。这样做，可能在表面上或许在一段时间里，一部
分学生会有一些效果，但却有可能因此而削弱了绝大部分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甚至磨灭。实际上这样的音乐学习
与课堂教学，从根本扭曲了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艺术、精神火
花的本性，也背弃了“国民音乐教育”的初衷，是与音乐教
育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的。

音乐课以教师为中心的多，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少。在我
们的音乐课里，很多教师不是笑脸相迎，在教学过程当中，
教师几乎坐在琴凳上不挪窝、指手划脚，不管学生学得如何，



只顾按照已备的教案、时间表灌之。学生回答问题顺我者表
扬、逆我者斥之并不少见……这样的课堂教学，是一个不平
等的教与受的关系，从未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从来只把
学生当成知识的接受器，教师绝对是主宰而非主导，学生是
完全被动的。这样的音乐课学生哪来的情、哪来的兴趣？也
就无从说“我喜欢音乐课”了。

教师做够做足“教”字这篇文章的多，创设良好环境，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体验的功夫不足。我听过少的音乐课，也看
过很多老师的教案，总发现我们的教师在构思一堂课伊始直
到完成教案及教学全过程，他们经常在考虑的是我该怎样做、
怎样教，很少考虑学生怎样来学、怎样来体验。一些教案连
教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了，惟独没有“这时学生该干什么、
此时学生会出现什么”。他们只想课堂分钟我该怎样安排，
却没想到作为“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向互动过程”。
音乐学习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变体，神经质的信息输入不
是单一的'，应该包括听觉、视觉、运动觉全方位的。而这种
信息的输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学习者的主动参与、
积极体验，那“学”的过程、“学”的结果就想而知了。

把教师的意志强加给学生的多，聆听学生心声、把握学生心
智、愿意做深切朋友有少。“老师的疾话对的”、“我是老
师，学生应该听老师的话”，恐怕是我们很多老师常有的心
态和所说的话。因此，许多教师挖好一个个的陷阱让学生一
个个往里跳的事总是很乐意去做的。比如说：“对不
对？“对”“好听不好听？”等等。尽管老师自己都觉得多
余，有时还显得底气不足，但总是乐此不疲。

教材是教学之本，依教材上课“没商量”。我们国家的教材
建设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首先打
破全国一纲一本的格局而出现了一纲多本、多纲多本，这对
于拓展符合各地不同的人文环境、不同教育水平和与社会发
展相吻合的教材空间，形成新的教学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毕竟人们的国家太大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



又是如此的不平衡，要用几套教材来作“教学之本”，实在
是勉为其难。。就从我们浙江省新编的“。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六

我在教授《放牛山歌》时，我遵循了以下几点：情景想结合，
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一、主动参与学习：先让学声朗读歌词，在朗读的时候最好
把这种民歌的风味读出来了。把不认识的字进行教学。特别
是要把方言唱出来。欣赏《小放牛》的时候，先把歌词抄出
来，利用动画音乐，让学生跟音乐哼唱。在聆听器乐《小放
牛》，先整体听全曲，让学生感受一下，再分段听，让其回
答问题。最后在复听一遍。

二、情景结合：因为这首曲子是民歌，有地方特色。所以我
们先复习了第二课的草原，这也是有地方特色的作为这首新
曲子的导入。听完后了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随着音乐做放
牛、赶牛、捡柴的动作。让学生更好的体会曲子。在欣赏
《小放牛》放动画给学生看，这样激发他们对民歌的兴趣。

在次课中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情景导入中让学生随音乐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要做好课件，让学生先看了，在自
己实践，这样效果会更好。我应该作为一种游戏，分组比赛，
这样学生的课堂纪律会更好，所有的`学生都会积极参与。在
歌曲对比的时候，讲的不够生动，没能调动学生的兴趣。

音乐课感恩的心导入篇七

《雁群飞》是人民音乐出版社20xx年出版的小学音乐教材第
二册第三课的歌曲。是一节唱歌课。这首歌曲曲调优美，旋
律起伏较大，一字多音的旋律较多。起伏的旋律表现了雁群
在蓝天飞翔时愉悦的心情，以及以大雁为比喻表达了平辈之
间的手足之情。在这节课中力求体现以下特色：



一、激发学生兴趣，体验音乐的美《雁群飞》是一首单乐段
六乐句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起伏较大，歌词赞美了少年
儿童友爱团结，亲如兄弟的美好情谊。本节课中，我以一
个“情”字贯穿整个歌曲，一环接一环，使学生乐此不彼。
首先我展示几幅大雁飞翔的图片，然后讲一讲大雁迁徙的生
活习性及常识。学唱歌曲我采用听唱法、模唱法和歌曲接龙
的游戏避免孩子在歌曲的反复记忆中出现枯燥、无聊的现象。
学生掌握歌曲之后，我用舞蹈加深学生对于歌曲的理解，先
请学生们示范表演大雁飞的动作：双手高飞，平飞，向上飞，
向下飞，侧飞，边转边飞，活跃教学气氛，然后带领学生用
优美、放松的动作让学生尽情地唱，尽情地演。最后增加吹
奏牧童笛环节，培养学生对乐器演奏的兴趣和认识简谱的能
力。在音乐教学中，我真切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喜爱音乐，
热爱艺术。

二、注重教学细节，弘扬个性的美。本节课中，我以一
个“情”字贯穿整个歌曲，以“优美、抒情、投入、神情、
舒展”等感情将整节课串起来，一环接一环，使学生乐此不
彼，我采用听唱教学法使学生首先学会歌曲，再用纠正法改
正学生在歌唱中的音准问题，学生唱会歌曲之后，歌曲接龙
的游戏避免孩子在歌曲的反复记忆中出现枯燥、无聊的现象，
在学生掌握歌曲之后，我用舞蹈加深学生对于歌曲的理解，
采用同桌互相合作的.精神，初次感受大雁互相帮助、互相合
作的精神，之后我用带头饰的激励方式激发学生表现欲。通
过学唱充满感情的这首歌，体会家的温暖，在音乐中去体验
亲情的可贵。通过小组比赛创编动作表演，由学生自评，找
出别人的不足，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这节课我做了首次尝
试，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轻声跟着老师按节奏读歌词，尤
其“好像我，哥哥弟弟，相亲相爱不分离”，感染力强，收
获颇丰，学生的每一句话语都沁人心脾。通过引导学生创编
表演歌词颂读，让学生们感受了音乐带来的美感和快乐。学
生在游戏过程中愉快的学习，再加入乐器的演奏，学生的积
极性被极大的调动，都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情，最后，我采
用分组合作的方式，将学生分为三组：歌曲伴奏一组，歌唱



歌曲一组，歌曲伴舞一组，学生在愉快的合作中完成最后一
次表演。在快乐的歌声中结束本节课。出现的不足，由于学
生自控能力差，对于新鲜事务感触的较少，出现了短暂的课
堂纪律混乱的现象，以后应在课堂管理方面多加训练。

三、体现音乐学科特点，体现艺术的美这节课我主要是通过
体态律动带领学生随着音乐的高低走向摆动手臂，学大雁飞
舞的动作，让学生把听到的音乐中的各种要素（包括速度、
节奏、力度、乐句、情绪等）及其内心感受，用各种动作表
现出来。我并不要求学生用优美、潇洒的姿态，而是要求学
生的动作自然放松、协调，与音乐各要素相符并充满了信心。
我让学生对乐曲永远处于新鲜状态，课堂上及时的变换方式
学习歌曲，然后通过小组比赛创编动作表演，由学生自评。
在生生互评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合理地去评价他们的表现，
不仅仅是找出别人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他人做得好的
地反，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我通过不断地鼓励学生，给学
生自信，千方百计的赏识我的“潜能生”，这节课顺利地走
向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