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亮点

教学启示

我用讲故事和绘画的形式来激发幼儿学习歌曲的兴趣，幼儿
特别易于接受。

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把整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都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段音乐欣赏让幼儿有自我表现美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培养
幼儿感受音乐美的能力。

问题与分析

课中应加一段有关动物的音乐游戏，这样一来可以使人感到
一种和谐和亲切。

在学唱歌曲部分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教学，从而激发幼
儿的学习兴趣。

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为欣赏课，这次教学有以下几点值得反思。



1、整堂课的时间分配不太合理。导入部分显得过于长，占用
了过多的时间，这直接导致了新课教学的时间不够用。

2、新课教学我透过聆听歌曲资料、演唱音乐主题、感受音乐
段落、用朗诵等形式表演歌曲，试图让学生走进音乐、感受
音乐，让学生能自觉的抒发情感。但是课堂进行中，由于引
导的不够细致，提问设计的不够明确，学生未能如预期那样
完成要求。比如在学生欣赏音乐让他们找出音乐主题旋律出
现次数时，自己就只说“当你听到刚刚唱过的主题旋律再次
出现时，请举起你们的手”，由于之前学生不明白“主题旋
律”为何物，自己也没向他们解释清楚，因此学生听过音乐
后不能正确的回答出问题。

3、对学生评价的不够具体，显得有些单调。

以上的这些需要我在以后的实践教学中不断的反思和纠正，
备课时需要更加细致设计好每一个环节、分配好上课的时间，
备课不仅仅要备教材更需要去备学生，充分思考到学生的音
乐水平，才能到达好的教学效果。

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首创作于1942年的歌曲，出自于四年级音乐教材，采用
叙事歌曲的题材讲述放牛娃王二小的动人故事。旋律悠扬清
新，又带有悲凉的情感色彩，寄托着人民对抗日小英雄的哀
思。

四年级有7个班，可在这节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却发现效
果不一样。在一个班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欣赏歌曲，然后介
绍歌曲的来源（故事）和特点，，课堂效果不明显，学生也
没有完全投入到歌曲情绪之中。我及时总结，发现学生在没
有完全理解歌曲的背景时，不能完全进入主角，产生不了共
鸣。导入是新课的开端，也是新授课的定调所在。如果能运
用有声有色、有情搞笑、新颖别致的教学方法，就能唤起学



生爱学的激情。导入的方式有很多，能够是谈话、讲故事等。
教唱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生活中孩子们对王二小这位
英雄是陌生的，于是在其它班级的课堂教学中教唱前把王二
小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学生听，使学生在故事里对王二小
有必须的了解，也使课堂有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学生顿时安
静下来，沉静在歌曲的意境之中。然后再透过对歌曲的教唱
和对歌曲进一步处理，学生在反复的教唱中，对英雄王二小
的怀念之情必然不断加深，使情感在旋律中不断升华，从而
受到感染，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情感的碰撞，加深了对音
乐的理解，对这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的珍惜。

歌曲分为五段，在学唱过程中，我让学生观察这五段的相同
与不同之处，孩子们分析出旋律相同，但歌词和情绪不同的
结论。在学唱完歌唱旋律后，我让孩子们再根据故事发展逐
段分析出演唱情绪，引导学生用不同的速度和力度以及情绪
来演唱歌曲，学生完成的不错。学生完成了整首歌的演唱后，
又进行一个表演唱的形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到歌曲中，进行
形象情描述或对其环境的设置、模拟以及创设出与之相匹配
的场境，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思维，使学生产生如历其境的
真实体验，从而到达必须教育目的的一种氛围和状态。

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篇四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读，巩固字词，了解故事内容。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王二小的英雄事迹、人物特点老师
没做任何介绍，只是让学生多读课文，从课文中去感受，去
了解。这一环节，学生非常活跃，学得很主动，很愉快，学
生把自己通过阅读所获得的个性化感受在同学面前充分地表
达，通过交流、合作，大家对王二小的英雄故事以及他的机
智勇敢有了全面的了解。



1、充分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对于课
文内容的学习，教师基本上未作讲解，而是让学生通过自读、
自悟来了解故事内容，并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交流自己所
读懂的内容，并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学生
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教师再给予点拨。

2、注重培养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充分为学
生创设说话的机会，如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综合运用词语
练习说话，对自己或同学的朗读进行自评、互评等，训练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音乐歌唱课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首歌曲的歌词，文章的意思不难理解，但由此刻的学
生离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较为久远，我在课的开始，透过图片，
录音、录相，一下子把学生带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学
生对那个年代也有了一种感性认识。在走近课文的过程中，
我用一个大问题“课文的哪些地方最使你感动”引领的学生
自读、自悟、交流、合作，学生透过朗读，读出了心中感情，
透过交流，走进了课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形散而神不
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基本思路：

一、歌曲导入，介绍背景。

由于故事发生的时间距离这天较远，此刻的孩子对那一段历
史十分陌生，所以教师透过时代背景的介绍，能帮忙孩子进
入课文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教师范读。



教师的范读十分有感情，读到悲伤处，教师的眼圈都红了，
这时整个教室安静极了，同学们都沉浸在低沉、哀婉、痛惜
的氛围中。这堂课中，教师的范读起到了十分好的作用，既
帮忙学生进入了课文的情境，激发了学生情感，又运用听读
法初步扫清了生字障碍。

2.学生自读，巩固字词，了解故事资料。

二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识字的潜力，这时，教师充分放
手让学生透过自主、合作的方式，综合运用识字方法，来认
识本课的生字、新词，有了“五分钟”时间的限制，学生在
学习时就能更投入，更专注，效率更高。

三、观察插图，学习生字。

［运用插图检查学生自学状况，既培养了学生观察思考的潜
力，又理解了词语，还图文结合，相当于读了课文一样。］
四、再读课文，了解资料。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王二小的英雄事迹、人物特点老师没
做任何介绍，只是让学生多读课文，从课文中去感受，去了
解。这一环节，学生十分活跃，学得很主动，很愉快，学生
把自己透过阅读所获得的个性化感受在同学面前充分地表达，
透过交流、合作，大家对王二小的英雄故事以及他的机智勇
敢有了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