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 一年级
音乐教学反思(精选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舞蹈对于半路出家的我来说，学习起来确实不易。不过每次
看到每个孩子一听到跳舞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兴奋期待，我还
是坚持了下来。

一次在教一年级学生跳“小苹果”的时候，开始他们还一直
跟着我认真的学，哪怕动作不够到位，渐渐的他们耐不住性
子了，开始各种小动作，找各种借口，我知道应该给他们一
些休息的时间，可是这才几分钟啊。一些调皮的男生已经开
始张牙舞爪了，那些听话的学生也没有认真在学。看到这幅
景象，想到我为此做的努力，顿时火冒三丈，平时对于这群
可爱的'孩子我基本不会生气，也不知那天是怎么了，对他们
一顿凶，都给我进教室，安静一点。对他们那失望哀求的眼
神都视而不见......

我来到教室，是的我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眼睛一下
子就亮了，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一年级音乐课《小蚂蚁》是一首简单易学并有教育意义的歌
曲，歌词部分由蚂蚁的习性入手，引申到生活中人人都应有



礼貌、讲秩序、爱团结。生动有趣，十分易于学生接受。歌
曲的旋律以同音反复与级进音程为主生动活泼，一年级小学
生十分乐意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我运用信息化教学，采取多种手段，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通过电子白板播放课件，在初听歌曲时播放了
两张图片让学生猜哪个图片上的动作适合这段音乐，学生随
音乐模仿动作很自然就得出答案、学生通过模仿小蚂蚁走步
又复听了歌曲，这时学生对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读歌词使学生了解到了小蚂蚁身上的好品质。分句学
唱、表现歌曲以及最后的创编舞蹈动作这些教学环节、学生
都享受到了歌曲的魅力和学习音乐的乐趣。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在跟学生交谈中，学生特别喜欢《虫儿飞》，放了一次又一
次，真是好歌百听不厌啊。我于是萌发了在音乐课深化一下
他们的喜爱之情的想法，单单教唱感觉分量不够，于是设计
了这样一节课，这其实是一种学习音乐能力的培养，又无形
中强化了识谱教学，还引导了学生积极关注生活中的音乐，
一举三得。不足之处是学生的声音控制得不够，达不到我所
期望的.集中、富有穿透力的感觉，个别男学生的大嗓门、大
白声还浮在集体之外。得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强调。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一年级音乐教学反思怎么写?小编在此特地为大家整理了一篇
优秀的范文，大家不妨多加参考。

第一次教一年级的音乐，完全陌生，不知道该怎样教、教什
么，所以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一边反思。本以为一年级的
音乐只要教会学生唱歌就可以了，没想到一年级音乐的内容
非常丰富，欣赏、编创、器乐、歌唱教学等等几乎每一堂课
都有涉及，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教起来，就出现了很



多难题。

所以，在最初的几堂课中，我开始尝试将游戏活动贯穿到音
乐学习中。在聆听《玩具兵进行曲》一课时，初听乐曲时，
我给孩子们讲玩具兵的故事，孩子们听的很认真很安静，在
复听时，我让孩子模仿玩具兵的样子在教室里行走，大多数
孩子都表演的非常好。但由于乐曲较长，孩子的注意力持续
时间短，孩子们逐渐开始乱走、打闹、说话，总之自己玩的
不亦乐乎。所以不得不停止了乐曲的聆听，让孩子们回到座
位做好，准备歌曲的学唱。通过“游戏”可以潜移默化的引
导孩子熟悉歌曲，学会歌曲，并且获得表演的乐趣，但如果
没有好的教学组织，游戏就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每
一堂课都要精心准备，精心设计，灵活的将听、唱、表演等
各种音乐常规训练融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充分在游戏中体会
音乐学习的乐趣。

因此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敢再让这群孩子在课堂里进行大幅度
的活动，就只是通过奖励“小花朵、小音符”、小组得到老
师的“笑脸”这样简单的措施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这种方
式在三、四周之后就失去作用了，有几个孩子甚至直接告诉我
“老师我不想要小音符了”。当时虽然表现的很镇静但心里
已经惊慌了，接下来该用什么方式让孩子们静下来，不随意
的打闹、说话。一年级的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所以在教唱
歌曲时就编一些简单的小动作，让学生边唱边表演，大部分
孩子都能很认真的学唱，只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依然
我行我素，我想时间长了他们应该会被其他孩子感染，就没
有过多的管束。

一开始考虑到一堂课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太多，一首歌曲的学
唱，一首乐曲的聆听欣赏，有时还要学生进行编创等等，我
总是将40分钟安排的满满的，生怕跟不上教学进度，就略了
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能力，很多孩子开始“躁动”起来。
情急之下，就开始喝责这群孩子，逼迫他们安静下来，但是
孩子们反而越来越乱，令我头疼不已。最近一直在看《心平



气和的一年级》这本书，虽然是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但我
想总归是一年级，多少会有帮助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就讲
到“常规教育围绕一个中心词——静，讲课声音尽量小，学
生读书要求用心但轻声。”我便不断提醒自己上课时要温和，
范唱时声音小一点但要声情并茂，希望这样能让孩子静静的
学唱歌。几节课下来，效果是有一些的，但没有我想象中那
么好，同时我又开始担心孩子本就是天真活泼好动的，这样
过于强调安静会不会与音乐学习的初衷背道而驰。

音乐蕴涵着真、善、美，有着无尽的文化内涵，陶冶着孩子
们的情操，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勇于实践，
才能让音乐课成为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接受教育的乐园，才能
让孩子们热爱音乐，热爱学习。

湘教版音乐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小雨沙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儿童歌曲，它是以春雨为素
材，引发出种子的生长离不开雨露的主题。乐曲的旋律轻盈、
活泼，流畅。

教学中我充分调动各种手段让学生在短短的四十分钟内得到
美的体验，指导学生在演唱中发挥想象，在编创中得到发展。

学生说说上学路上看到的春天美丽景象，再放一段春雨风光
的录象在学生初步感受春雨的画面和音响后，再引导学生用
自己的声音或自制的打击乐模仿下雨的声音，在教唱环节中，
一创造开放式和趣味性的音乐学习情景，结合看课件，听录
音及老师用轻柔的声音描绘，向学生再现了一幅大自然春天
的美景，学生仿佛看到了天上下着蒙蒙细雨，绿柳条在空中
飘舞，种子竞相破土而出的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良好情境
的设置，激发学生演唱欲望为学唱歌曲做准备。

这首歌短小简练，充满童趣，学生易唱易记。在教学中我淡
化了教学环节，以听唱为主。打破老师教学生唱的模式，并



用鼓励的语言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大胆上来演唱做示
范，虽然学生的音准把握的不是很准确，但节奏非常稳，表
情丰富，给其他学生树立了好榜样。

选出创编环节中运用生动活泼的游戏引入，激起学生创编的
兴趣。选出创编好的同学分别扮演“小雨”和“种子”，边
唱边表演，引导学生把种子在雨水的滋润下破土而出的喜悦
之情表达出来。这时孩子们都想参与到当中，无形中创立了
一种自由平等愉悦的学习氛围，使孩子们大胆的参与充分的
表现。

1、一年级歌曲的音准方面，虽然在第二学期有很大进步，但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近一步提高学生的音高、音准。

2、在授课过程中，应带领学生把歌词在《小雨沙沙》的歌曲
旋律中，有感情朗诵一遍，这样学生在学习歌曲时，就会把
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好的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