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 杜鹃圆舞曲
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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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设计这节课时，有一个观点在萦绕着我，我努力地想使
课堂拥有宽松的氛围，给学生以展示的空间，让课堂成为他
们才艺表演的舞台，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因此在上
课的过程中我力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着眼于学生的主动
发展，通过充分的音乐实践，培养学生的能力，从目标的提
出、到过程的安排、学习方法的确定、乃至学习成果的呈现，
都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性，更多的实践性、更浓的创造性。

根据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以及学生的实
际情况情况，屏弃原来的教学模式，大胆改革，本着少讲精
讲，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生想学、愿学、乐学。并
给学生提供想象的环境和空间，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
创造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篇二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培养学生的音乐想象力，理解力，激发学生欣赏音乐的兴
趣。

2、能从完整的《溜冰圆舞曲》乐曲中，听出此曲的主旋律。

3、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使学生的人性得到
充分的发挥，培养学生创造音乐的能力。

教学准备：

电子琴，录音机，多媒体计算机等。

教学进程：

一、组织教学

课前律动、

二、新课教学

1、导入。



师：设计情景。（出示溜冰场面、播放《溜冰圆舞曲》

2、初听乐曲。

听的过程中，教师出示几个问题，让学生边听，边思考。

a：你听到了什么

b：有哪些很有规律的声音

3、师生交流（学生之间交流）

生：听到了。有。很有规律的声音。

师：在多媒体中依次播放出有规律的声音，让学生体会。

师启发：溜冰的心情是怎样的——它们是怎样来表达它们的
心情的。

生：活泼欢快的。

师：溜冰时的愉快心情，乐曲中是用哪一种风格的音乐来表
现的

生：活泼富于动感。

4、欣赏主旋律。

5、人声打击乐伴奏（用拍手，踏脚）用的节奏模仿溜冰，为
主旋律伴奏。

6、小组创作，表演。

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进行创作性的表演、如：试着弹
一弹主旋律，为这段旋律编一段小故事，创编一段节奏，配



一段歌词。

7、复听乐曲，集体表演。

a：电子琴表演。

b：听到特殊的声音拍打桌子。

c：活泼的轻轻跺脚。

d：抒情的轻轻晃动身体。

三，总结

1、请学生谈谈，通过本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和感受。

2、鼓励学生课后，试着弹一弹本课的`乐曲。

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篇三

我的欣赏课《溜冰圆舞曲》是这样设计的：初听时，让学生
初步感受乐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再听时，让学生按节奏的变化
区为乐曲分段，并辨别哪两个部分基本相似;分段听时，分析
比较两个主题在旋律进行及节奏上的特点，联想这两个主题
各描绘怎样的情境，并随着音乐模仿;接着分小组讨论，可用
哪些形式来表现乐曲?于是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有的创编故
事，有的用绘画等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乐队.然后出示一条旋
律，学生仔细观察后找出提示中的旋律进行及变奏规律，进
行创编乐曲，然后分别视唱改编前后的乐曲，再次体验旋律、
节奏等因索与乐曲情绪的关系。

这样经过在不同层次上的反复聆听及亲身体验、合作参与后，
使学生在体验、内化的基础上得出音乐的旋律进行及节奏变
化与音乐所表现的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再次合作，



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培养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这样的欣赏教学，学生
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实践能力均有提高;思维及反应能力较从
前敏捷;自信心也增强。

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篇四

诗句浅显易懂，并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牛郎织
女》，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为了提高学生阅读古诗的兴趣和能
力，在教学中，我对读的设计有范读，吟诵，个别读，齐读，
师生合作读，引读，边读边议，边读边评，边读边想象。有
的地方为了突出诗情诗境，强化读，采用“一读、再读、三
读”，让诗情在学生心中产生共鸣，从而受到感染，激发浓
厚的情趣，体味诗中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

一切景语皆情语。每首诗都有某种情调的表达。《乞巧》这
首诗就表达一种喜悦的情绪，所以，问题“牛郎织女日盼夜
盼，终于盼到了相会团聚的时刻，你觉得他们此时的心情会
如何？”的提出会使学生自主的去读，读出心情，也会读得
更动听，读得更动情，读得更感人。这样也势必会提高学生
阅读古诗的效果和能力。

要想提高阅读古诗的实效，就得让学生理解古诗的背景。教
学时，我首先由以前积累的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古诗引入新
课，为了达到补充资料、丰富阅读信息、了解古诗的背景的
目的，我播放了学生喜爱的神话传说《牛郎织女》动画片，
让学生走进与乞巧相关的一个家喻户晓神话传说，领悟“牵
牛织女渡河桥”的来由，体会它千古传颂的魅力，继而出示
织女的资料，一步一步深入孩子们的内心，感受七夕节又叫
乞巧节的原因及盛况，品味对幸福的向往之情。



欣赏采茶舞曲教学反思篇五

溜冰圆舞曲教学设计

溜冰圆舞曲(教学设计)宿州市砀山二中朱玉杰教学目标1.经
由过程欣赏,造就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丰富和发展学生
感知,理解,表现,创造音乐的能力,塑造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材。
2.经由过程欣赏,分析,体验系列教学勾当,体会《溜冰圆舞曲》
所表现患上溜冰时的情景,同时体验维也纳圆舞曲的气势派头
独特的地方。3.能够视唱第一小圆舞曲a正题。教学重难点体会
《溜冰圆舞曲》所表现的溜冰时的情景,体验维也纳圆舞曲的
气势派头独特的地方。教具：多媒体课件教学过程一.情景导
入1.请学生模仿滑旱冰的动作,并为此选择合适的配乐。2.选
择乐曲片段(1)《蓝色的探戈》(2)《溜冰圆舞曲》第一小圆
舞曲a正题3.分析：(1)溜冰动作患上出强弱弱的规律(2)圆舞
曲的节奏独特的'地方(3)凝听a正题,体验节奏及速率4.师：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和圆舞曲都很盛行,成为上流
社会的社交勾当之一。这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瓦尔德退费尔
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写成了《溜冰圆舞曲》,这也成了他的代
表作品,流传至今便成了经典作品。课件：瓦尔德退费尔简介
二.愉悦式欣赏：课件：《溜冰圆舞曲溜冰》视频乐曲欣赏师：
溜冰运动员的表现精彩么?生：精彩！师：让我们用这类掌声
向他们表示感谢吧！师生共同击三拍子节奏。(节奏略)三.分
段赏析(一)第一小圆舞曲1.师；这首《溜冰圆舞曲》中包罗
了四首经典的小圆舞曲,其中的第一首更为突出,听听看,是否
有你熟悉的旋律?有几段不同的旋律?课件：(1)第一小圆舞
曲(2)问题：听听看,里面有几段不同的旋律?(3)曲式结
构：aba--再现2.学唱第一小圆舞曲a正题师：经典的书籍我们
要阅读感悟,这经典的正题我们要凝听加歌唱！让我们一起来
学唱a正题。首先,请同学们用la音随音乐哼唱一遍,同时要随
音乐划拍。(1)随音乐哼唱,打拍子(2)范唱,打拍子要求：请
大家认真凝听,仔细看谱,看能否发现乐谱中的弧线有什么不
同的效用?(3)简介连音线(4)教唱(5)随音乐有感情的唱3.舞



蹈展示师：我现在邀请几位同学上来载歌载舞一番吧！请注
重老师的舞蹈步伐。(1)教师简介舞蹈动作并示范(2)清两组
同学上台学习(3)下面同学视唱a正题(4)凝听,舞蹈,视唱同步
举行。(二)第二小圆舞曲师：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布满活
力的第二小圆舞曲。a正题师用手势表示出大跳音程b正题师手
拿铃铛晃,让学生充分凝听,比较。课件：(1)第二小圆舞
曲(2)正题aba(三)第三小圆舞曲师：这首圆舞曲作者用大跳
音程让我们领略了溜冰者跳跃,旋转的洒脱仪态,而用快节奏
的装饰音让我们仿佛听到了溜冰者腰里的银铃声。下面要欣
赏的是与第一小圆舞曲很相似的第三小圆舞曲,请同学们与老
师一起画着图谱来凝听！课件：1.第三小圆舞曲,2.图
谱aba.o.o.o.o(四)第四小圆舞曲师：第四小圆舞曲由整个乐
队奏出了犹如轻风般柔和的轻盈的旋律,在凝听之前,请先学
一段有趣的节奏吧！节奏：略课件：(1)第四小圆舞曲(2)正
题aba四.复听师：在这首溜冰圆舞曲中,除开这四首小圆舞曲
之外,在它的前面还有序奏,后面还有尾声。完备地凝听,专心
体验吧！同时,请同学们与老师一起做出相应的动作。课件：
序奏(美丽冬景)四小圆舞曲{一小(aba)二小(aba)三小(ab)四
小(aba)}再现(一小三小)尾声(热烈中结束)五.课堂小结这节
课我们欣赏了溜冰圆舞曲,了解了圆舞曲的节奏独特的地方,
速率,旋律气势派甲等。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同学们用自己的
情感编织着灿艳的画卷,获患上了愉悦的感受与美的体验。愿
音乐永远伴随着大家幸福生活,快乐成长！(凝听音乐走出教
室)。

历史上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