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 儿童圆舞曲
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篇一

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一
首写出了儿童神奇的幻想，一首正如题目一样，如水墨画般
勾勒了三个典型的儿童生活的'剪影。

1.本文是略读课文，所以我引导学生们自主独立的读书，把
课文读正确、流利，读出感情。

3.拓展延伸。写写自己童年的梦想与童年趣事。遗憾：有些
同学还是没有读出诗的意境来，还要加强朗读。

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篇二

1、从教材的编排上，整体难度下降，有意避开了，形
如：45—x=23等类型的题目。把用等式解决的.方法单一化了。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较熟练地利用等式的方法来解方
程，但用这样的方法来解方程之后，书本不再出现x前面是减
号或除号的方程题了，学生在列方程解实际应用时，我们并
不能刻意地强调学生不会列出x在后面的方程，我们更头痛于
学生的实际解答能力。在实际的方程应用中，这种情况是不
可避免的。很显然这存在着目前的局限性了。对于好的学生
来说，我们会让他们尝试接受——解答x在后面这类方程的解
答方法，就是等号二边同时加上x，再左右换位置，再二边减



一个数，真有点麻烦了。而且有的学生还很难掌握这样方法。

2、内容看似少实际教得多。难度下降后，看起来教师要教的
内容变得少了，可以实际上反而是多了。教师要给他们补充x
前面是除号或减号的方程的解法。要教他们列方程时怎么避
免x前面是除号或减号的方程的出现等等。

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篇三

带有叙述性的语言，强调感情的构造，让学生能够运用以前
所学的知识理解音乐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境。

总之，通过创设情境，走进音乐；游戏激趣，解决难点：审
美体验，表现音乐；情感的延伸，一步步引导学生在浓厚的
兴趣激励下自主学习，才能较好地完成本课的教育教学任务。

《手拉手地球村》教学反思

在《手拉手，地球村》教学中，由于课前存在“轻敌”思想，
教学重难点不够明确，特别是没有回想一下以前上一课时出
现过的问题，就贸然走上了讲台，结果出现了原本可以避免
的老问题，这首歌曲由二个乐段构成，第二乐段是合唱部分，
两拍和三拍的长音频频出现，其中歌词第一遍“手拉手，地
球村”的旋律是由八分音符和二分音符组成的，而第二遍出
现的“手拉手，地球村”的旋律是由八分音符、二分音符和
附点音符组成的，但在演唱中并不象以往的歌曲学起来那么
容易学唱。本来是让学生完整聆听后跟唱全曲，我觉得应该
很快就能学会，可是到跟伴奏演唱时，还是有许多学生误将
出现的两个“手拉手”的地方，竟唱出这样的效果。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节奏较快、旋律的流畅性强，音符
基本相同，学生们也都感觉到歌曲太容易了，但往往在容易
中会出现更不容易演唱的乐句。促使他们也忽略了这句歌词
的演唱，而导致他们一开唱就出现了错误语句。



在教唱过程中，我反复弹琴让他们演唱，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在我无奈的情况下，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耳朵来
共同辨别正确与错误呢？我就针对这两句进行准确地、反复
地范唱，学生通过听辨和对比说出并唱出它们的不同之处
（以加深学生对正确与错误的印象），最后在完整地跟唱全
曲即可大功告成。想想如果在刚开始上课时我就把此句纳入
重难点来进行，就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错误问题，一旦出错
再纠错这样的难度就太大而且也浪费时间，因为有些学生很
难摆脱流畅性和稳定感的束缚。

总之，在音乐课上如不出现类似的问题，也许就不会去设想
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回我知道在有类似的情况就必须在课前
预设问题和准备好做到有备无患，而“课前预设”又需要前
一次的“课后反思”作参考。由此可见，“课后反思”是教
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正因为体会到了“课后反思”的
甜头，所以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会勤于反思，精于反思，
让课后反思成为我课堂教学的一个后备军。

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篇四

本单元教学的主体活动是“舞起来”。“舞起来”并非要逢
曲即舞，听舞想象与跳舞体验都是本单元学习的重点。应该
让听觉、心象及形体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或一起投入，与音乐共
“舞”。通过创设音乐情境，能体验中外不同民族风格的舞
曲，在参与舞蹈活动中，感受音乐与舞蹈表达的情绪、形象、
内容，感知音乐与舞蹈的关系。

《花之圆舞曲》，是本单元中的欣赏曲目，欣赏这首舞曲要
抓住音乐的气氛，体验音乐的形象和情境；随音乐段落的变
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理解。初赏后，我先让学生了解舞剧
《胡桃夹子》的.故事，以及《花之圆舞曲》表现的场景，并
展开联想。听第二遍时，我又对照音乐主题的乐谱，边听音
乐，边学走三拍子的舞步，感受圆舞曲的韵律。最后，我又
让学生欣赏《花之圆舞曲》的舞剧视频，身临其境地感受作



品的绚丽华美。

在欣赏的过程中，我主要设计了一下的环节，一是听：让学
生初步聆听乐曲，随音乐用动作或身体表现所听到的感受，
二是看：让学生在初步感受的基础上由听觉转向视觉，体会
乐曲所营造的意境，通过观察花仙子的舞步，感受圆舞曲的
特点，激起学生的听赏兴趣；三是动：在介绍乐曲后，引导
学生用不同的动作表示乐曲的段落及节奏特点。通过听、看、
动三个环节，进一步熟悉了音乐作品的旋律及风格特点，让
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圆舞曲三拍子的节奏特点，结合本单
元“花之歌”营造了花的意境，自然地引入歌曲教学。

在我的引导下，欣赏不再那么枯燥，学生边动边听，感受乐
曲的结构和情感，效果不错。但不足之处也存在，比如
在“舞”时，少数学生没有跟上节奏，以致对音乐的理解产
生偏差；又如欣赏视频时少数学生不能静心观看等，这些方
面都还有待提高。

那不勒斯舞曲教学目标篇五

竖笛辅助欣赏教学的尝试，我们继电初中的学生从初一开始
学习竖笛演奏，通常音乐课上的歌曲和欣赏曲主题都能吹奏，
所以，我用电子琴引导学生吹奏《溜冰圆舞曲》主题音乐时
比较轻松，竖笛的音色也很适合演奏这首乐曲，学生本身也
喜欢演奏本曲的主题。

本课的不足：

1、学生在竖笛演奏中把歌谱放在腿上演奏，就要低头、含胸，
影响气息的运用。(解决办法是把乐曲主题的乐谱用大屏幕展
示出来。)

2、关于教学过程的前后倒置，是我在实际上课时比较随意，
想到哪做到哪，在今后的教学中应更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