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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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篇一

新学期第一单元第一课时是欣赏美国作曲家普莱
亚(1870—1943)于19创作的一首通俗管弦乐小曲，乐曲描绘
了小主人边吹口哨边与心爱的小狗在林荫道上漫步的情景。
这首曲子活泼、欢快，我曾经选用在书本剧《鼹鼠的月亮河》
中。全曲分为3段。今天的课中，我首先播放第一段，请孩子
们听一听。接着我用线条在黑板上把乐曲的旋律表示出来。
一句形成一个叫声的图案。几遍过后，孩子们都听出第一段
中分为几个乐句。第二段，音区变低，变沉重，我用有力的
顿笔描画，孩子们觉得音乐也能像美术一样画出来。第三段，
我请孩子们听，我画，他们一下子就发现第三段和第一段一
样，再听的时候，有细心的孩子就发现，乐句有点不一样，
还有小狗的叫声呢。当我把三段音乐都板书到黑板上的时候，
孩子们清晰的发现，乐曲的三段结构，第一、第三段的相似，
第二段的不同。这节课我上得很兴奋，我是第一次用这样的
方法上欣赏课，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接触，把无形的音响用有
形的线条、实在的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在音乐中，随着老
师的手一起用线条来感受音乐，体验音乐。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范文二

在这学期进行的中班组同课异构的活动中，经年级组长的协
商，最后定下课题是音乐欣赏《口哨与小狗》，于12月10日
进行。



经过几个星期的策划与构思，拟好教案，加上几位前辈老师
的指导，在本班进行了此课的教学活动。

这节音乐欣赏课，我定的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孩子能够理解音
乐所表达的故事内容，以及主旋律节奏。

首先，重新选择音乐。随教材的磁带上面的音乐因为是加以
简化，没有明确的口哨声音。我想，既然是音乐欣赏课，还
是给孩子听最原版的音乐比较好。让孩子感受原版音乐带来
的整体效果。所以，我从网上下载了《口哨与小狗》的原版
音乐。

在课的设计上，我根据原版音乐清晰的口哨声，采用另一段
口哨音乐进行导入。让孩子明确音乐是与口哨有关的。

然后，给孩子整体欣赏一遍音乐，让孩子听听除了口哨声还
有哪种小动物的声音，借此引出课题《口哨与小狗》。接着，
出示小狗玩具，再次播放音乐，边听边讲述音乐所表达的故
事内容。让孩子带着问题去听。

(但是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听音乐之前，问题并没有问孩
子，虽然孩子听的很入神，但是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我在
孩子听完音乐才问的，所以效果不太好)

接着，让孩子听主旋律的节奏。我让孩子用小狗的叫声来反
应节拍。让幼儿扮演快乐的小狗，高兴的时候会叫，会拍手、
跺脚、拍肩膀等。

(这一环节我是让幼儿整段欣赏，所以后面的音乐由于没有进
行明确教学，幼儿掌握的不太好。我应该在讲完故事之后，
再分段进行欣赏和动作的教授。例如第二段，天空怎么阴沉
的，小狗和爸爸如何躲在大树的后面。第四段，小狗和爸爸
是怎么爬山的，怎么在草地上玩耍的。这些动作都没有拎出
来教授)



在后面游戏表演的时候，让孩子随着音乐，表演故事内容。

(分工没有让幼儿明确。应该让坐在下面的幼儿打主旋律的节
拍，而不是坐着不动。上来表演爸爸和小狗的幼儿，在进行
到第4段音乐应该换动作，变成在草地上玩耍以及上山的情形。
而不是一直不停的跳和走，让人觉得很无趣)

最后整段欣赏的时候，让幼儿换种方式打出主旋律的节奏。
利用摇铃以及自制的响声筒。

(让幼儿利用摇铃来打节奏的时候，没有进行示范，所以效果
不太好)

总的来说，虽然这节课的教学目标都达到了。解决了重难点
节奏，也让幼儿了解了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幼儿也都能参与
到教学情境中来，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处理
的不够妥善。环节的衔接也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在日后的教
学活动中慢慢改进。

这次同课异构的活动，首先感谢汪老师及主任给了我这次机
会，让我有幸能意识到自己在进行音乐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
和存在的不足，知道了以后要在哪些地方进行加强和锻炼。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范文三

20____年5月19日上午第二节课在学校四楼电教室，我参加了
学校“适度教育绿色课堂优质课比赛”。从以往教学来看，
一年级的孩子对《口哨与小狗》这节音乐欣赏课兴趣浓厚，
而且我自身也非常喜欢这首乐曲，所以我重新将这节课的内
容进行了整合并拓展，参加了这次优质课比赛。

在教学设计中，我意在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发展音乐
的感受能力，让学生学会欣赏音乐，会听、会想、会说、会
演。按照这个思路，课堂上我一是引导学生进行对“小主



人”、“小狗”等角色的模仿，提高了学生的表现能力和创
造能力，体会创编的乐趣;二是在打击乐演奏过程中运用多种
手段使学生初步了解乐曲的结构、旋律和内容;三是把教学活
动的内容和生活实际相联系，唤起学生对于宠物的爱心情感，
这种体验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孩子们沉浸在了一种游戏般
的欢快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音高、节奏、听辨、协调统
一等等综合音乐能力的训练。

新课标明确指出“要坚持以音乐为本，倡导完整而充分的聆
听，并将其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必须突出音乐听觉体验。但是，要培养一年级学生认真、安
静聆听的习惯，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是个很大的问题，对此我
主要采用“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想象”的方式，用舞蹈、即兴
表演等与音乐相关的活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聆
听的兴趣。而培养聆听音乐的好习惯，最主要就是让学生会
听音乐，熟悉音乐。于是在课的一开始，我没有过多的语言
介绍，也没有运用过多教学手段，采用开门见山式的导入，
设计问题，直接让学生坐端正安静的初听全曲，奠定了学生
安静聆听的基础。

当然聆听也要有一定的目的性，带着问题去听才能集中学生
的注意力。欣赏时，每一遍我都提出要求，随着遍数的增加
问题逐渐加深难度，让学生不断提高。例如在感知全曲的旋
律后，我先让学生对乐曲结尾的口哨声和狗叫声，进行想象
讨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学生熟悉a段主题音乐，用
动作表示听到主题音乐的次数，孩子们很喜欢这样听节奏走
动，会跟着音乐的变化做一些自编自导的动作，甚至表情。
让孩子们自由、自主地活动，能在很大程度地减少学生的习
惯性模仿和从众，真正轻松愉快的学习。

通过反思，我觉得这节课美中不足的是我在做手偶表演讲故
事时，乐曲音量太大，如果戴上随身话筒，这个环节效果就
更理想了。另外，为了追求节奏的动态效果，我采用了在黑
板上随音乐直接展示图谱，够直观但不够美观。这些细节都



是以后我在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总体来说，这节课是比
较成功的。

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篇二

总的来说，效果不错，活动的目标都达到了，解决了重难点，
也让幼儿了解了音乐所表达的内容，理解了乐曲的曲式结构。
幼儿也都能参与到教学情境中来。但细细想来，自己觉得还
是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处理地不够妥善。环节的衔接也存在很
多缺陷，还有在对幼儿情绪的掌控方面还不够自如，这些都
需要在日后的教学活动中慢慢改进。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这次我能大胆地挑战自己并不擅长
的领域，这让我有幸能意识到自己在进行音乐教学中所遇到
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知道了以后要在哪些地方进行加强和
锻炼，这比得多少奖都更珍贵。

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以音乐的方式与教师和同学交往，喜欢并乐于参加音
乐实践活动。

2、初步认识课本中的几种音乐学习标志，尝视以动作和语言
表达活泼欢快的情绪。

教学重难点：

学习以音乐的方式与教师和同学交往，喜欢并乐于参加音乐
实践活动。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律动。

2新学期寄语

3复习上学期内容。

二、基本部分：

聆听《口哨与小狗》

a完整地聆听歌曲。

b提示：歌中唱出了哪些内容?你想和小燕子说什么?

c随着复听歌曲的录音，分组歌唱并表演。

三、结束部分：

小结。结束全课。

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篇四

该作品是美国作曲家普莱亚(1870—1943)创作的一首通俗管
弦乐小曲，乐曲描绘了小主人边吹口哨边与心爱的小狗在林
荫道上漫步的情景。

考虑到孩子刚入学，对学校的一切都很陌生，音乐课虽然孩
子还比较喜欢，但是一味的唱歌，或者安静的聆听，孩子根
本没办法坚持。特别是欣赏课，孩子没有长时间的'训练，形
成不了好的聆听习惯，更别提以后的听赏了。所以我特地花



了一课时的时间，带孩子围绕《口哨与小狗》来认真的聆听。

首先，我请小朋友完整地聆听一遍《口哨与小狗》，提示：
这里面有小狗的叫声，听到后请举手。孩子兴趣很浓，听完
后纷纷表示音乐特别有意思，里面还有口哨的声音。接着我
请学生边听边想，你觉得口哨与小狗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再给
这段乐曲编个小故事。孩子的想象力果然很好，把作曲家的
意图真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然后我再请学生当一当小
狗和吹口哨的主人，来个散步，教室里气氛热烈，孩子也在
音乐中尽情的表演了起来。最后，我再请孩子们边听音乐边
把你想象的故事简单的画出来。

就这样，一节枯燥的管弦乐欣赏就变成了动与静的结合，姐
妹艺术的融合。孩子也感受到了音乐带给他们的乐趣，使他
们爱听，乐听，以致形成良好的聆听习惯。

口哨和小狗教案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要求学生用欢快的情绪、自然的发声演唱歌曲《一对好朋
友》。

并能背唱歌词。

2、能够专注地聆听音乐，并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

教学分析

《一对好朋友》是一首采用民间音调改编的歌曲，一段体结
构。歌曲的旋律活泼、节奏紧凑，描述了两个孩子一块儿放
鸭、放牛，一块儿唱着歌儿高高兴兴回家时的愉快情景，表
现了孩子们之间真挚朴实的友谊。



《口哨与小狗》是美国作曲家普莱亚创作的一首通俗管弦乐
小曲，曲调轻松、活泼，形象逼真、可爱。

教学重点

要求学生正确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

附点音符和倚音的正确演唱。

教学过程

一、听听想想——感受音乐

吹一吹：

请会吹口哨的学生吹几声，让大家欣赏，激起学生欣赏的兴
趣。

听一听：

要求大家安静地聆听《口哨与小狗》全曲。

想一想：

说一说：

走一走：

要求学生随着音乐表现主人与小狗散步的情景，要求脚步与
音乐节奏相吻合。

二、唱唱跳跳——享受音乐



学唱新歌《一对好朋友》

教师导语：今天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对好朋友，他们是谁呀?
请小朋友们认真聆听歌曲《一对好朋友》，然后告诉老师。

第一次完整地聆听歌曲，初步感受歌曲的旋律，并说一说在
歌曲中有没有听到动物的叫声。

第二次聆听歌曲，听完后要求大家模仿歌曲里鸭子和小牛的
叫声，要求节奏和歌曲节奏相吻合。

第三次聆听歌曲，要求学生在歌曲中出现衬词“哩喽喽”时，
轻声跟唱。

跟老师按歌曲节奏朗读歌词。

反复聆听歌曲，要求学生小声跟唱。

跟着伴奏音乐演唱歌曲。

请个别学生演唱歌曲。

三、课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