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色的中国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汇总8
篇)

合作无限，成就无限。温和时尚，简洁明快。这里整理了一
些激发团队创新力的标语，供大家参考。

彩色的中国篇一

这首歌曲的歌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表达对祖国山河与中华文
化的热爱。曲调生动流畅表达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建
设，但由于歌曲的高潮部分音域的关系，导致在五(3)班上课
的时候，学生很难掌握高音的演唱，所以我让学生充分体会
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把这种情绪带进歌曲演唱中去，并
指导学生唱好本课的最高音，这样学生就能轻松唱好难点，
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五(2)班中见出现，反而是出现了音准等
问题，尤其是“那里住着台湾的小哥哥”重复句的不同，学
生始终不能掌握，我只能通过反复哼唱旋律让学生掌握。

彩色的中国篇二

游戏是学生最乐于参与的活动之一。在课堂的一开始，我就
设计了“快乐游戏，分享导入”这一教学环节。我先以提问
的方式询问他们平常喜欢玩什么游戏，集中所有人的视线和
注意力，引发他们蠢蠢欲动的心理。接着再深入询问什么游
戏是可以一边玩一边唱的，接着出示课件请同学一起来玩包
子剪子锤的游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下面的
新课教学做好铺垫。在游戏中我还以比赛的形式巩固附点节
奏，学生也很乐意的参与，也基本掌握。

接下来我又设计了“快乐歌唱，新授教学”这一教学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因为歌词比较简单，我就选择了听唱为主的
教学模式。先开始让学生听，提出一定的思考题，让学生专
心听音乐，养成良好的听音乐动脑想的习惯，并解决反复记



号。在学唱新歌的教学环节中，我采用了听唱法教学，因为
乐句重复得比较多，学生很快就掌握了。但是在之后的完整
唱全曲环节，我发现学生在附点节奏处还是没能唱的很好，
所以我反复强调练习，但是后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学生唱的
太少，以至于最后有一句学生掌握得不是很好。

第三个教学环节我设计了“拓展延伸”。我让学生找出歌曲
中表示快乐的词语，并自己想几个，再填进歌曲中唱一唱。

最后的“总结反馈、精神升华”环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
话，既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又激励学生课后能多进行音乐创编
活动。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节课我最大的缺点是时间上安排有点不
合理，前面游戏部分时间花的太多，以至于后来学生演唱部
分时间太少，导致最后有学生没能很好地掌握歌曲，希望老
师们提出宝贵建议，让我可以改进。

彩色的中国篇三

这首歌曲的歌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表达对祖国山河与中华文
化的热爱。曲调生动流畅表达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建
设，但由于歌曲的高潮部分音域的关系，导致在五(3)班上课
的时候，学生很难掌握高音的演唱，所以我让学生充分体会
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把这种情绪带进歌曲演唱中去，并
指导学生唱好本课的最高音，这样学生就能轻松唱好难点，
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五(2)班中见出现，反而是出现了音准等
问题，尤其是“那里住着中国台湾的小哥哥”重复句的不同，
学生始终不能掌握，我只能通过反复哼唱旋律让学生掌握。

彩色的中国篇四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各样的梦，体验梦的奇特之处。

2、培养学生的记忆、创新的能力，感受想象的乐趣。

3、用自由夸张的表现手法，大胆、快乐的把梦境描绘出来。
重点、难点：

重点：启发学生回忆和想象，突显个性，力求创新。

难点：梦的色彩情感体验及画面的布局和形象的塑造。

课前准备：

梦境的图片、课件、学生用绘画材料、喷雾机、实物投影仪
等。

教学流程：

1、创设情境，引入梦境。师：小朋友们，昨晚我做了个彩色
的梦，（揭示课题：《彩色的梦》）在我的梦中，我们的课
堂飞到了天空中，云朵变成了小朋友的课桌，而老师的讲台
竟是一道七色的彩虹。一个彩色而美丽的梦，你们想想进入
这个奇特的梦幻世界吗？让我们先闭上眼睛，进入梦乡，一
起做一个彩色的梦吧！

（播放音乐：摇篮曲）。

学生进入梦境。

彩色的中国篇五

《彩色的中国》教学反思这节课是七年级同学上初中以来的
第一节课，通过课堂多种方法的教学，重点内容四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三拍子及运用完成的不错，同学们掌握情况良



好。

但是通过课堂实践也反映出了学生的'乐理基础确实不好，如：
我在教学生聆听歌曲划出停顿的地方并说出有几处，有些学
生不会找，有些学生只找出个别的休止符，有些学生找出一
些但不会表达；还有我在讲四分、八分休止符时对照相应的
音符，我问到学生有没有知道的，只有个别同学知道，大多
数同学不认识等等问题我在写教学设计中没有想到。

所以，通过第一节课的实践，我也了解了我们学生的基础，
要让学生在识读乐谱等方面有所提高并发展，就必须在以后
的每一节课中有乐理视唱的专项练习，再在音乐作品中点滴
渗透，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单凭一节两节课是无法提
高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注重学生音乐课堂行为习惯的培
养，让学生能够逐渐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

彩色的中国篇六

这学期我任教低年级的音乐课程，在音乐课堂上，前几分钟，
同学们的配合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很快课堂就出现难以收拾的
“热闹”。记得在第一节音乐课的时候，因为我并没有很好
了解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在上课后15分钟还没有进入主
题，使课堂出现闹哄哄的情况，当时我只会发脾气，所以最
后使得学生和教师也出现比较僵的情况。这样一来，学生对
老师的好感也消失，同时也影响到老师的教学质量。后来我
查阅了相关书籍，知道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他们都是集
中力时间比较短，因此必须把握好课堂的前15分钟，提高课
堂的效率。为此我对自己的教学安排做了相关的调整，我通
常把师生问候，练声及复习前一首曲目的时间把握在前5分钟。
通过简短的导入然后直奔主题，这样一来学生能很好掌握本
节课的重点及难点知识。而导入的方式也必须引起学生的兴
趣，对于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对于动画视频导入，故事导入
或者聊天的方式导入都是相当感兴趣，。因此说，把握好学
生的心理特征，课堂的效率已经可以提高一半。



二、用先唱歌后识谱的方法强化听觉

在音乐课中，学生们对于唱谱从来不感兴趣，反而感觉到乏
味。刚开始我对这情况并没有摸着头脑，还以为是他们偷懒。

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听觉的作用，审美主体对于音
乐的各种听觉感受能力，是审美能力的基础。因此先唱歌、
后识谱与先识谱、后唱歌在教学目的上并不矛盾。对此我作
出以下的改善，在教唱新歌前我首先让学生欣赏，以听领先。
并让学生和着音乐做简单的律动，使学生对音乐有了听觉上
的印象，为下一步学好歌曲作好铺垫。然后让学生欣赏歌曲、
感受音乐，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再通过让学生
唱歌，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歌谱中的难点，使学生在识谱时
降低难度，让学生感觉识谱并不太难，从而增强其自信心，
加深对音乐的热爱。

三、让乐器和舞蹈走进课堂

在音乐课中我发现，每当课上接触到乐器或者舞蹈，学生们
都十分感兴趣，但却是老跟不上节奏。

乐器和舞蹈在课堂的恰当运用，是可以把课堂的气氛变得最
活跃。而且乐器和舞蹈是很好地培训学生的节奏感。对于刚
刚接触接触音乐的同学，他们会觉得学习节奏是一大难点，
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叫他们跟着老师来拍掌，这样枯燥的学习
是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在某些节奏性强的歌曲中，
我会尝试多用乐器来在辅导，先让学生跟着我有嘴和手同时
打节奏，并强调嘴和手要一致。然后我再作乐器示范，最后
每组学生中挑选几位出来表演，学生学习的效果很理想。

彩色的中国篇七

翻开地图，第一眼望见的就是我们那如巨龙腾飞的多彩的中
国。



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珍稀无比的动物明星，让世人瞩目的
四大发明，还有与众不同的特色黄皮肤，组成了我们五彩缤
纷的祖国。

说起我国著名的自然景观，桂林山水就是其中之一了。这里
山千姿百态，这里的水明洁如镜，这里的洞洞幽景奇，这里
的石鬼斧神工，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美景真的是名副其实呀！

我国不仅风光秀美，各种动物也是珍贵无比。黑眼圈圈，一
身乌云盖雪的皮袍，说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大熊
猫憨态可掬，它喜欢啃竹枝，也喜欢漫不经心地在地上打滚，
喜欢立起来摇摆着前行，也喜欢跟伙伴们扎堆在地上玩耍。
如果你亲眼见了它，肯定会立马喜欢上它。中国珍贵的不光
有国宝――大熊猫，还有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我最感兴趣的要数指南针
了。它是一种用于判别方位的简单仪器，磁针的北极指向地
球的南极，利用这一特性，辨别方向，航海，大地测量，旅
行以及军事等方面都离不了它。

看我介绍了中国那么多的特色，你是不是已经被七彩的国度
给迷上了呢？

彩色的中国篇八

《彩色的中国》是一首相对较为复杂的歌曲，要想在一节课
内教会学生演唱这首歌，有一定难度，在细节上不能抠得太
多，应该从整体上感受歌曲。

难点的解决上，采用画旋律线的方法，将歌曲的主要部分用
线条表示出来，通过画旋律线，使学生熟悉了音调。解决了
歌曲的主要部分之后，歌曲学习变得轻松起来，在感情和力
度上稍作提示，学生就唱得相当不错了。

本节课的音乐情感体验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上，从我自己的



二胡演奏，到《国家》的手语学习，再到全体起立演唱《国
歌》，浓浓的爱国情贯穿始终，学生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
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寓教于乐（“乐”）。

整节课体现了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是感情的艺术两个基
本原则，学生不但得到了审美熏陶，也使自己的感情得到了
升华。需改进的地方：

1、唱歌教学应加入朗读歌词的环节，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歌曲
的内容。

2、手语学习环节压缩成一段，可以保证准时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