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篇一

这学期我教的是四、五、六年级的音乐课。在四年级下课临
走时，向学生们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根据课本上的提示
自制乐器。下节课带来。”当时，因为快下课了匆匆一说也
未来得及特别强调。原想：完成的人肯定寥寥无几。不想，
过了几日又上课时，竟然发现那孩子手中都拿着自制的乐器。
有的学生没带来课前还专门跑到办公室说明情况。当时，我
的心头一热，真的很惊喜。看来，孩子们对老师布置的课外
作业非常感兴趣也很重视。一上课，我就表扬了他们：“自
制乐器——变废为宝，不仅解决了我们课堂上乐器缺乏的问
题，同时锻炼了动手能力，一举两得。”课堂上，孩子们乐
不思蜀的使用着自制的`乐器，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看到他
们兴趣昂然的样子，这是四年级的孩子。

然而过了几日我对六年级的孩子说：“请大家课后去搜查一
下有关巴西国家的风土人情，为下节课的欣赏做好准备。”
过了几日上音乐课，只有极少数人举手，其余的都不吭声坐
冷板凳。我点一个插一支蜡烛，再点再插，有几个凭着曾经
课外书上看到过说上了那么一两句。询问原因，有的说家里
没电脑；有的说没查过；还有的说忘了。把我的心情也搞得
很糟糕，课堂上死气沉沉的样子。

案例分析：针对此，我具体分析了原因：



其一、“年龄”的因素。

四年级的孩子还天真烂漫，活泼好动，他们童言无忌，想说
就说，毫不掩饰，就像一张白纸任由老师描绘。而高段的孩
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始特别关注周
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不再轻易表白自己，生怕自己的表
现会遭到老师同学的嘲笑。

其二、“课本”的因素。

新课程带来了勃勃生机，沐浴在新课程中的孩子对丰富多彩
的教学内容和精美课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爱好。而六年
级的课程在许多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缺乏实际性，离学生生活
太远，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原因。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篇二

在这节课里，我主要通过活动法和讨论法这两种方法展开教
学。首先，通过演奏各种乐器（音叉、二胡、小鼓等），使
这些乐器发出各种悦耳的声音，再通过学生的探究活动--寻
找不同乐器的发声部位，并在小组里交流、讨论，使学生初
步了解各种乐器的发声部位。并请学生把自己的观察发现填
写在课本69页的表中。教学过程中，不忘教育学生要注意保
护好乐器，不能损坏乐器。

以前，在探究活动中，由于中低年级的学生好动，对新东西
感到好奇，还没有形成实验前去动脑筋想的`习惯，往往是拿
来就玩，玩够了再说，很多时候会出现学生们没有目的地去
实验，教室里乱哄哄的，有的学生很茫然，有的学生干脆乱
动，根本没有注意看现象。本节课里，我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再次发生，我先对学生的探究实验提出明确的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有目的地去进行实验探究。这样学生就很有兴趣地去
观察、去实验、去体味探究的乐趣。



本活动的教学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能较好地达到预期
的效果，顺利地完成本课教学目标--通过观察、聆听，寻找
并了解各种乐器的发声部位，整体效果良好。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片段】

本学期，在四年级中尝试“竖笛进课堂”教学。

孩子们拿到竖笛都非常兴奋，放在嘴里就吹开了。一开始当
然是先教会孩子们基本的吹奏姿势和手型，再练习自然地运气
（因为竖笛急吹和缓吹，决定吹出来的事高音还是低音），
这一步很关键。在孩子们饶有兴趣的学习中，一节课的时间
眼看就过去了。按照自己的设计，离下课还有七八分钟时，
我出示了一些民族吹管乐器给孩子们欣赏，并且介绍了其中
几样乐器歌曲《箫》。教学中，我向学生介绍箫：“这就是
箫，也称洞箫，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管乐器，常用一根竹管做
成，一端有吹口，竖着吹……”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有个学生叫到：“老师我见过箫，是
深紫色的……”班上的小超故意插嘴：“老师，那不是箫，
那是甘蔗……！”课堂顿时哄堂大笑，我立即补充：“小朋
友观察真仔细，它们长得有些相似，但有不一样的地方，箫
的身上有六个或八个孔，而甘蔗身上没有，是一种水果，箫
是一种乐器。”小超无语，低下头顿感无趣!

【分析】

小超的回答让我这个做老师的感慨万千。人的生命演变正如
季节变化一样，时序是不能变更的。儿童时代是人生的早春，
这是一个想象丰富、充满梦幻的时期。受孩子们的启发，反
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单地理解成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教学的流程也不再是简单地教流向学。华东
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一个真实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师生及
多种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程，一方面它不可能百
分之百的按预定的轨道行进，会生出一些意料之外的，有意
义或无意义，重要或不重要的新事物、新情境、新思维和新
方法，尤其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充分发挥时，实际的教
育过程远远要比预定的、计划中的过程生动、丰富得多。另
一方面从教师设想、计划的教育过程到实际进行着的过程，
从教到学到学生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转化和生成的
过程。”她的描述与新课程标准关于新课堂的描述是一致的，
都是强调课堂的动态、发展性。正如课把中出现的事先未曾
想到、也不可预见的情形，转化为有利的教学资源，教学就
会呈现无法预料的生机。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篇四

本学期，在四年级中尝试“竖笛进课堂”教学。

孩子们拿到竖笛都非常兴奋，放在嘴里就吹开了。一开始当
然是先教会孩子们基本的吹奏姿势和手型，再练习自然地运气
（因为竖笛急吹和缓吹，决定吹出来的事高音还是低音），
这一步很关键。在孩子们饶有兴趣的学习中，一节课的时间
眼看就过去了。按照自己的设计，离下课还有七八分钟时，
我出示了一些民族吹管乐器给孩子们欣赏，并且介绍了其中
几样乐器歌曲《箫》。教学中，我向学生介绍箫：“这就是
箫，也称洞箫，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管乐器，常用一根竹管做
成，一端有吹口，竖着吹……”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有个学生叫到：“老师我见过箫，是
深紫色的……”班上的小超故意插嘴：“老师，那不是箫，
那是甘蔗……！”课堂顿时哄堂大笑，我立即补充：“小朋
友观察真仔细，它们长得有些相似，但有不一样的地方，箫
的身上有六个或八个孔，而甘蔗身上没有，是一种水果，箫
是一种乐器。”小超无语，低下头顿感无趣!



【分析】

小超的回答让我这个做老师的感慨万千。人的生命演变正如
季节变化一样，时序是不能变更的。儿童时代是人生的早春，
这是一个想象丰富、充满梦幻的时期。受孩子们的启发，反
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单地理解成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教学的流程也不再是简单地教流向学。华东
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一个真实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师生及
多种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程，一方面它不可能百
分之百的按预定的轨道行进，会生出一些意料之外的，有意
义或无意义，重要或不重要的新事物、新情境、新思维和新
方法，尤其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充分发挥时，实际的教
育过程远远要比预定的、计划中的过程生动、丰富得多。另
一方面从教师设想、计划的教育过程到实际进行着的过程，
从教到学到学生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转化和生成的
过程。”她的描述与新课程标准关于新课堂的描述是一致的，
都是强调课堂的动态、发展性。正如课把中出现的事先未曾
想到、也不可预见的情形，转化为有利的教学资源，教学就
会呈现无法预料的生机。

自制乐器教学反思篇五

人的生命演变正如季节变化一样，时序是不能变更的。儿童
时代是人生的早春，这是一个想象丰富、充满梦幻的时期。
受孩子们的启发，反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单地理解成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学的流程也不再是简
单地教流向学。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一个真实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师
生及多种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程，一方面它不可
能百分之百的按预定的轨道行进，会生出一些意料之外的，
有意义或无意义，重要或不重要的新事物、新情境、新思维
和新方法，尤其师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充分发挥时，实际
的教育过程远远要比预定的、计划中的过程生动、丰富得多。



另一方面从教师设想、计划的教育过程到实际进行着的过程，
从教到学到学生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转化和生成的
过程。”她的.描述与新课程标准关于新课堂的描述是一致的，
都是强调课堂的动态、发展性。正如课把中出现的事先未曾
想到、也不可预见的情形，转化为有利的教学资源，教学就
会呈现无法预料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