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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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反思：牧童》是人民音乐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音乐
实验教材第二册第二单元“放牧”中的一个内容。本课的教
学目的是让学生感受牧童的生活，使学生热爱大自然《的美
丽，从而热爱生活。

音乐课堂上的小主人，成为一个个快乐的小天使。

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篇二

?草原就是我的家》一课是小学音乐教材中一年级下学期的一
课，针对本课，我做了如下设计。

在导入部分，制作了幻灯片给学生观看，并且演唱了一首好
听的民歌，来自内蒙古的《草原就是我的家》用画面和声音
带领学生进入情境，使学生对内蒙古大草原有一个初步的印
象和了解，孩子初步体会到了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些风情和特
点，通过画面和声音，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入作用。

本课意图在于通过欣赏和感受音乐，领略到内蒙古的民族风
情和民俗习惯，让孩子们知道并了解那里的一些特点，并且
学会一首歌曲《草原就是我的家》和一个小舞蹈《挤奶舞》。
于是我选择了带他们去内蒙古草原玩为一条主线，首先让孩
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草原，有坐车，坐飞机，坐船，骑



马等等方式，把学生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是乘坐交通工具
去的，让孩子跟着音乐的伴奏有节奏的向草原出发。

第二组是骑马去的，让孩子跟着歌曲骑着马去草原，这里孩
子听着歌词便能准确的做出骑马的动作，这个环节让孩子初
步听歌曲的旋律，跟着节奏做动作。学歌环节没有明显的教
唱，只是让孩子通过音乐，通过教师的动作来体会歌词，很
容易的就把歌词记住了，同时可以跟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把
歌词读出来，在不知不觉中孩子记住了歌词，也就很容易的
把歌词带到旋律中去演唱。

在加入了自己喜欢的动作进行表演以后，教师引导学生做一
些简单的内蒙古的舞蹈动作，使他们对内蒙古的舞蹈有个初
步的了解。为接下来的舞蹈学习做了铺垫。

教师简单介绍内蒙古的风俗习惯和风情，让学生对蒙古的舞
蹈有所了解，并且跟随舞蹈的音乐进行动作的联系，挤奶舞
的动作很简单，学生跟着音乐就可以掌握其要领。

教师为学生完整跳一遍舞蹈，让学生感受蒙古舞蹈的特点，
并且教师出示了具有代表性的小头巾，并且作为奖励发给能
够记住舞蹈动作的孩子，让这些孩子带领全体同学一起学习
他们记住的动作，这样以来，学生的热情被激发并且更能够
主动的掌握舞蹈的动作。学生学会了舞蹈，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爱来找小伙伴们一起表演，课堂气氛达到高潮。

最后教师将本课内容引申，为学生播放吉祥三宝的视频歌曲，
孩子在个歌声中很开心的跳起蒙古舞蹈。在本课最后，孩子
跳着舞，唱着《草原就是我的家》离开大草原。

本课通过学习了一首蒙古族的歌曲和一个舞蹈，让学生充分
感受了蒙古音乐的特点和民族的习惯与风俗。课堂教学中基
本每个环节都能达到教学目标，歌唱部分稍欠缺。达到了学
会一歌一舞的教学目标。



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篇三

《草原就是我的家》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内蒙古短调民歌，歌
曲旋律明朗豪放，有着进行曲雄壮有力的特点，节奏较为整
齐，简单、易唱，表现了蒙古族儿童对草原，对家乡深深的
挚爱之情。

整节课，我以律动、表演为主线围绕整个教学，希望学生能
通过对蒙族舞蹈律动的认识、感受、体会，来了解蒙族人民
的生活和蒙族美丽的大草原潜移默化的来进一步学习歌曲
《草原就是我的家》。

根据一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我设计有趣的游戏活动，以生
活中他们常见的较熟悉的民族舞蹈为内容，通过感受、体验、
再到热情的参与，都使他们更有兴趣、更有自信的去学习。

我还根据课程标准理念来设计教学，来孩子从体验中感受到
歌曲内容、音乐节拍的特点，通过探索性的学习到合作性的
学习，再到引发学生对音乐的即兴创作，从而进一步提升他
们的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和表现能力。

在整节课中，我始终贯穿着对学生评价，包括师生间的评价、
生生间的评价，还注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特别是隐性评价
的渗透，受到较好的效果。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同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融合是音
乐教学的一种良好形式，对于软化学科边缘，增强对交叉学
科的理解，拓展人文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教学中应重
视音乐与其他学科的综合。

让音乐与生活融合。音乐本来就是从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我
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需要，实现学生、教材、教具、
教学环境与生活的多方面横向联系，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让音域回归生活，回归自然。所以，音乐可以让每



一个孩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想象，解释，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它最能表现人的个性。而活动恰恰就能提供这样的自由。游
戏、表演等是小学生最喜欢的活动方式。我们在音乐教学过
程中十分注重通过音乐活动的展开，来激发学生创新的潜能，
给他们探究问题，探询知识的空间，让他们大胆设想，自由
创造。

让音乐与绘画相融合，正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当我作
曲时，心中总是描绘着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性》”所
以，在音乐教学中有很多难以用文字表达清楚的意思，可以
用图画表达；许多让学生难以想象的事物，可以靠图画再现。
《草原就是我的家》这首歌曲虽然简单，但是要真正唱出内
蒙古民族曲调的风格却很难，这是在课堂上，可以利用一些
描绘蒙古风光的图片或录象，特别是大草原和成群牛羊的图
画，让学生在视觉上感受蒙古草原的辽阔，然后体会这首歌
该怎么唱。

让音乐与其他课程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现代化的教
育技术成了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同时利用多媒体开阔学生
的视野，拓展学生的音乐文化范畴。让学生获取古今中外的
各种音乐信息，也可以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把课堂延伸到更
为广阔的创新空间。音乐也可以融入其他学科的课堂，可以
采取到室外上音乐课，在班级不定期开展小小音乐会，利用
多媒体教学手段等多种形式，创新和搞活课堂。

这种融合式的音乐教学，将学生的.目光引想摁扣本以外的广
阔天地，不仅突出了音乐文化的这条主线，有利于学生音乐
素质的提高，而且拓展了知识视野，并以艺术的方式促进了
相关学科的学习。

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篇四

又另有几名学生竟然也偷偷地跟着学，顿时，教室里引起了
一阵骚动。我真想把琴声停下，对他们批评一番，但转念一



想，还是耐住性子，只是边弹琴边用目光搜索到那几个孩子，
在目光的对视中，他们的声音轻了下来。唱罢，我离开钢琴，
默不作声地走到大家面前，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我。

我认真地说道“草原上的天气真不错，蓝蓝的天空，洁白的
云朵，太阳公公笑眯眯——突然飘来了一朵乌云，又飘来了
几朵乌云(边说边看这几名学生)，遮住了太阳，遮住了白云，
哎!我们玩不成了，游戏也做不了了，真扫兴！”同学听后也
都满脸扫兴的样子，我接着问道：“你想对‘乌云’说些什
么呢？”

同学们争先恐后：“乌云，你快走吧，把好天气还给我
们5”“乌云你真讨厌!”同学们的话使“乌云”低下了头，
我见教育的效果已经达到，便说，“让我们一起像天上的白
云一样轻轻地用‘呜’再来唱一遍，老师相信，乌云听见了
我们美妙的歌声一定会变成白云的！”说完向“乌云们”投
去相信的目光。音乐起，这回再也没有听到不和谐的声音，
大家始终用优美动听的声音学会了这首歌曲，后面的表演环
节也没有受到这段“小插曲”的不良影响。

在这堂课所出现的情况中，我采用了“暗示效应”，而不是
直接去批评这些同学，给他们留了“面子”。作用反而更好。
心理 效应在音乐教学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心理效应是指由于
某个人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而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
反应和效果。

其中暗示效应是教师在每堂课上都会用到的一种心理效应，
它是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
从而使暗示考不自觉地按照暗示的意愿行动。暗示效应在具
体实施中主要表现为直接暗示、间接思想倾向、道德品质、
心理健康平衡等人格效应。

因此了解并掌握音乐教学心理效应的特性与规律，利用和发
挥其积极作用，防止与克服其消极作用，对教师顺利开展音



乐教学活动是十分有帮助的，对提高音乐教育教学质量也是
大有益处。

一年级音乐草原就是我的家教学反思篇五

《草原就是我的家》一课是小学音乐教材中一年级下学期的
一课，针对本课，我做了如下设计。

在导入部分，制作了幻灯片给学生观看，并且演唱了一首好
听的民歌，来自内蒙古的《草原就是我的家》用画面和声音
带领学生进入情境，使学生对内蒙古大草原有一个初步的印
象和了解，孩子初步体会到了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些风情和特
点，通过画面和声音，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入作用。

本课意图在于通过欣赏和感受音乐，领略到内蒙古的民族风
情和民俗习惯，让孩子们知道并了解那里的一些特点，并且
学会一首歌曲《草原就是我的家》和一个小舞蹈《挤奶舞》。
于是我选择了带他们去内蒙古草原玩为一条主线，首先让孩
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草原，有坐车，坐飞机，坐船，骑
马等等方式，把学生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是乘坐交通工具
去的，让孩子跟着音乐的伴奏有节奏的向草原出发。第二组
是骑马去的，让孩子跟着歌曲骑着马去草原，这里孩子听着
歌词便能准确的做出骑马的动作，这个环节让孩子初步听歌
曲的旋律，跟着节奏做动作。学歌环节没有明显的教唱，只
是让孩子通过音乐，通过教师的动作来体会歌词，很容易的
就把歌词记住了，同时可以跟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把歌词读
出来，在不知不觉中孩子记住了歌词，也就很容易的把歌词
带到旋律中去演唱。在加入了自己喜欢的动作进行表演以后，
教师引导学生做一些简单的内蒙古的舞蹈动作，使他们对内
蒙古的舞蹈有个初步的了解。为接下来的舞蹈学习做了铺垫。

教师简单介绍内蒙古的风俗习惯和风情，让学生对蒙古的舞
蹈有所了解，并且跟随舞蹈的音乐进行动作的联系，挤奶舞
的动作很简单，学生跟着音乐就可以掌握其要领。教师为学



生完整跳一遍舞蹈，让学生感受蒙古舞蹈的特点，并且教师
出示了具有代表性的小头巾，并且作为奖励发给能够记住舞
蹈动作的孩子，让这些孩子带领全体同学一起学习他们记住
的动作，这样以来，学生的热情被激发并且更能够主动的掌
握舞蹈的动作。学生学会了舞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来找
小伙伴们一起表演，课堂气氛达到高潮。

最后教师将本课内容引申，为学生播放吉祥三宝的视频歌曲，
孩子在个歌声中很开心的跳起蒙古舞蹈。在本课最后，孩子
跳着舞，唱着《草原就是我的家》离开大草原。

本课通过学习了一首蒙古族的歌曲和一个舞蹈，让学生充分
感受了蒙古音乐的特点和民族的习惯与风俗。课堂教学中基
本每个环节都能达到教学目标，歌唱部分稍欠缺。达到了学
会一歌一舞的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