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 长江
之歌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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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篇一

《长江之歌》是新学期开篇之文，这首诗用第二人称的语气
表达了对长江的赞美和依恋之情，读起来充满激情和力量。
诗分两大段，前段表达对长江养育之情的感激和赞美；后段
表达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讴歌和赞美。在这首诗里，我们仿
佛看到一位充满温情的母亲正向我们走来，她温柔而有力量，
博大而又无私，宏伟而又壮观，健康而又美丽。让人不由对
她产生敬仰和依恋。在这首诗歌里，长江不再仅仅是长江本
身了，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是中
华民族的象征。

为了能尽力上好这一课，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在上课
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认真阅读教材，上网查找各种资料。
课前也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长江的资料。课堂中让学生对资料
进行整合，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并加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体现资料为学习服务，交流为提高语文能力的功能。在这里，
学生有的介绍了长江的发源和流量，有的说出关于长江的歌
曲，有的朗读了长江的诗歌和散文，在诸多交流中，学生对
长江有了深入的了解，学生知道了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课堂上我引导学生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将诗歌的
语言与丰富的信息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感觉到乏味。
为此，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思路：读题，谈话交流长江的`相关



信息，初读文章整体感知诗歌外在的结构，交流初读后的感
受，精读时扣住“无穷的源泉”“母亲的情怀”研读教材，
突破重点难点，最后适当补充其它诗歌，以求升华对文本的
认识。

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感觉良好，在教学中也努力按照所设计的
思路进行教学，总体教学应该是顺利的。学生对教师所补充
的材料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从中反映出他们对学习的渴望。
可总觉得学生在课堂不敢积极的参与，很多的时候，他们，
面对教师的提问总是沉默以应答，特别是一些女同学。不知
道是他们对长江的了解知之甚少，还是学生的情绪还没有回
归课堂，就感觉文本与学生的距离有点远，一部分同学对问
题的理解还是相当浅层次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能把这
些责任都归咎与学生，还是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实际，
教学设计能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篇二

这首诗是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主题歌歌词，作者用第二
人称，将长江作为一个抒情的对象，赞美她的“丰采”“气
概”“情怀”，热情赞颂了长江的宏伟壮观，以真切的感情，
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长江的热爱、依恋之情。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
亲的情怀。”这是诗歌的副歌部分，两次出现。教学时，我
紧紧抓住这一贯穿全文的诗句，引导学生通过对关键词语、
重点句子的朗读和感悟，深刻地体会作者所抒发的强烈情感。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篇三

长江边的孩子爱长江，说起“长江”，孩子们就会自然而然
生出一种亲切与自豪感，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家乡情结。本
文除了要让学生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之外，还要让我



们的孩子了解一些有关长江的常识。为让学生有更直观的感
受，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长江之歌》、长江的发源、长江
流经的省市以及长江的资源……当雄壮的歌声响起，丰富、
生动的画面展现在孩子们眼前时，同学们都瞠目结舌、惊叹
不已，这狭长的、像绸带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长江吗？看着孩
子们惊讶的样子，我知道其实大家对长江的了解太少了。

非常感谢教材编写者能把《长江之歌》带进学生的课堂，让
孩子们能通过课文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拉近与长江
之间的距离。长江的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历史悠久、气势
磅礴让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同学们今天的学习是满怀激
情的，是获益匪浅的。

这一课的教学，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让孩子们自主地、积极地、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来，效果才会让人满意。以长江
为话题，激发学生对长江探究的欲望和要求。通过谈话让学
生产生对长江的兴趣，产生探究的问题，产生了解长江的强
烈愿望。而不需要老师过度剖析讲解，深挖微言大义。诗是
感性的，是用心去感悟的。所以，学习诗歌就要反复吟诵，
在诵读中直接感受诗歌的情感和韵味。古人云：“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课堂上
真正响起学生们对诗的用心吟唱时，不禁感叹这才是诗歌应
有的魅力！

当然，真正的教学还不止于此，本册教材中的习惯篇就告诉
我们：要走进自然，走向社会，这样获得的知识才会更全面，
眼界才会更开阔！我们离长江是那么近，何不亲自去看一看
长江呢？于是，我布置学生利用休息日在父母的陪同下亲自
到长江边看一看长江，用自己的眼睛诠释长江的内在魅力。
同时，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
动——“长江边的孩子爱长江”（出一期关于长江的小报，
研究长江的历史，唱一唱《长江之歌》……），利用自己的
多种感官去深切感受长江之美！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1、了解有关长江的知识,加深对长江的敬爱之情，
《长江之歌》教学设计、反思西安车辆中学何培。

2、理解歌曲内涵,用歌声表现对长江的深切情感,激发学生对
母亲河——长江的敬爱之情。

3、初步体会旋律进行的特点与表现歌曲内容的联系,通过分
析歌曲结构,初步体会旋律进行的特点与表现歌曲内容的联系。

教学重点:

1、了解有关长江的知识,加深对长江的敬爱之情。

2、通过分析歌词内涵、歌曲结构,感受音乐情绪。

教学难点:

1、理解歌曲创作特点与歌曲情绪的联系。

2、用歌声表现对长江的深切情感。

教材分析：

《长江之歌》是一首抒情风格的进行曲。它们气势宏大，舒
展起伏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长江的波澜壮阔、曲折回转的情
景，乐曲用单三部曲式写成a+b+a+尾声的结构。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我们上学期曾经学习过一首有关长江的歌曲,还记得是什么名



字吗?长江与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
们哺育了江河沿岸亿万的华夏人民,被称作“母亲河”,你对
长江还有哪些了解?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学生资料收集交流)

今天我们就一起随音乐来领略一下长江的风姿。

二、感受欣赏

1、初听《长江之歌》，初步感受作品

2、简介曲作者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
《话说长江》,里面的主题音乐《长江之歌》就是我们刚才听
到的歌曲,它的作者就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王世光先生。

3、分析旋律

1)再听,提出问题：歌曲分几部分

根据我研究的子课题——乐理教学有效行为研究，我通过让
学生歌唱的方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实践中熟悉
旋律，感受不同乐段表达的不同情绪，从而引导学生愉快、
准确的划分歌曲段落，教学反思《长江之歌》教学设计、反
思西安车辆中学何培》。

2）分析a段。讲创作手法,唱旋律,体会旋律的起伏与长江蜿
蜒奔腾、一泻千里的形象的紧密相联。

a、唱谱，观察这部分旋律,是哪一种进行方式?与音乐形象有
什么联系?

根据我研究的子课题——乐理教学有效行为研究。我采用让
学生边听边画旋律线的方法，形象直观的使学生体会上下起



伏的旋律,就好像长江波浪在起伏跌宕，音乐形象跃然纸上，
将抽象、难以理解的的音乐形象变得具体而清晰。

b、再唱,找出两个乐句的特点，主题音乐在歌曲中出现了几
次?

这是音乐创作中典型的重复手法,你能说说重复有什么好处
吗?

多遍重复就会让大家对歌曲主题的印象更加深刻。

3)分析b段

a、唱谱,分析旋律与形象的联系。

以级进为主,平稳,抒情,就像长江中下游的河水缓缓流淌。

b、分析乐句变化,了解音乐创作手法:对比。既有乐句的对比,
也是乐段情绪的对比。

4)反复部分与尾声

齐唱曲谱反复部分对长江的歌颂与赞美。

尾声仿佛“回声”的音乐特点,延续了a段345的动机表现了人
们对于长江的爱延绵不绝,永世相传。

5)有感情演唱歌曲旋律

三、教师小结:

音乐与其它艺术形式存在着显着的区别:绘画、摄影、雕塑、
建筑等是空间的艺术,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美术作品可以一
览无余,整体到细部反复欣赏,有很大的自由性,而音乐是转瞬



即逝的,它有时间限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由局部
到整体按顺序欣赏。这便增加了欣赏理解的困难,作曲家为了
统一作品风格,加深主题印象,常常使用重复或变化重复的手
法。

反思：

《长江之歌》是一首抒情风格的进行曲。它们气势宏大,舒展
起伏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长江的波澜壮阔、曲折回转的情景,
乐曲用单三部曲式写成a+b+a+尾声的结构。刚踏入中学校
园的同学们，对音乐课充满期待，因此，教师在课前应做好
充分准备，在教学过程里，首先，注意教学切入点导入，其
二，注重教学环节的衔接，用简练精悍的语言承上启下，将
教学细节环环相扣，使课堂既生动又活泼，从而激起同学们
对音乐课的喜爱。讲解音乐知识的时候和歌曲相结合，做到
形象和生动，容易接受。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教学反思篇五

《长江之歌》是新学期开篇之文，这首诗用第二人称的语气
表达了对长江的赞美和依恋之情，读起来充满激情和力量。
诗分两大段，前段表达对长江养育之情的感激和赞美；后段
表达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讴歌和赞美。在这首诗里，我们仿
佛看到一位充满温情的母亲正向我们走来，她温柔而有力量，
博大而又无私，宏伟而又壮观，健康而又美丽。让人不由对
她产生敬仰和依恋。在这首诗歌里，长江不再仅仅是长江本
身了，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是中
华民族的象征。

为了能尽力上好这一课，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在上课
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认真阅读教材，上网查找各种资料。
课前也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长江的资料。课堂中让学生对资料
进行整合，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并加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体现资料为学习服务，交流为提高语文能力的功能。在这里，



学生有的介绍了长江的发源和流量，有的说出关于长江的歌
曲，有的朗读了长江的诗歌和散文，在诸多交流中，学生对
长江有了深入的了解，学生知道了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课堂上我引导学生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将诗歌的
语言与丰富的信息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感觉到乏味。
为此，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思路：读题，谈话交流长江的相关
信息，初读文章整体感知诗歌外在的结构，交流初读后的感
受，精读时扣住“无穷的源泉”“母亲的情怀”研读教材，
突破重点难点，最后适当补充其它诗歌，以求升华对文本的
认识。

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感觉良好，在教学中也努力按照所设计的
思路进行教学，总体教学应该是顺利的。学生对教师所补充
的材料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从中反映出他们对学习的渴望。
可总觉得学生在课堂不敢积极的参与，很多的时候，他们，
面对教师的提问总是沉默以应答，特别是一些女同学。不知
道是他们对长江的了解知之甚少，还是学生的情绪还没有回
归课堂，就感觉文本与学生的距离有点远，一部分同学对问
题的理解还是相当浅层次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能把这
些责任都归咎与学生，还是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实际，
教学设计能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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