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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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篇一

本篇课文是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首篇课文。该
单元主要通过体味作者对艺术的独特体验，使学生在阅读中
认识生命的力量和人生的价值，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
学生审美鉴赏能力。

本文是一篇用激越的鼓点敲出的豪放诗章，是一曲旺盛的生
命和磅礴力量的热情赞歌。作者通过一群朴实得像红高粱一
样的陕北后生在黄土高原上展现的雄浑豪放的腰鼓场面的描
写，展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民间艺术风情，显示了生命的活
跃和强盛，抒发了中华民族挣脱束缚与羁绊、闭塞与保守后
的欢乐和痛快、思索和追求。文章语言颇有气势，短句铿锵
激昂，极富音乐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交错出现的大量排比，使情感表达得热烈、淋漓、酣畅，充
分体现了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的神韵。

学生对腰鼓这种民间艺术大都接触过，但了解不多，加之农
村学生艺术欣赏能力匮乏，所以本文教学要注重在多读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感受文中的生命力量和文化内涵。

知识与能力：围绕“读”来进行的，让学生结合多媒体课件
中的图片和课文录音，通过“读”来体会安塞腰鼓的激昂的
气势，雄浑的场面，感受课文所表现出来的美。



过程与方法：看表演、听录音、读课文，积极的参与学习，
主动的进行交流，注重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在教师指导下自
主合作学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理解文章对高原生命的热烈赞美，感受
其中生命律动和力量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健康的审
美情趣。

重点：引导学生品读描绘场景，揭示文章主旨的句子，从不
同角度感受腰鼓所宣泄的生命力量，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难点：理解文章对高原生命的热烈赞美，感受其中生命的伟
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

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篇二

自读、自疑、教学相长的思路进行“非预设性”教学鼓励学
生借助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积累，所以学习气氛相对比较
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比单纯地由教师讲解分析要高涨。比
如同学在阅读后提问：本文第10自然段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适时先作引导：要理解这个句子，先必须依次明白前面的
两个段落的意思，而且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使人想
起”？学生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壮阔、豪放、火
烈的安塞腰鼓！我接着动情地说：对啊，当作者看见这腰鼓
表演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古人所写的诗句“落日照大旗，马鸣
风萧萧”——这是唐朝诗人的杰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诗句表现的战争场面，你有什么感想呢？学生在老师激情地
引导下，踏实地对悲壮的古战场似乎有了初步感受。而《安
塞腰鼓》接下来的语段则引用了“信天游”陕北民歌《王贵
与李香香》的句子：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我又启发学生：你们抓住该句关键词“千里”、“万里”想
象一下安塞腰鼓表演的场面是怎样的？学生们又找到了答案：
很辽阔。我赶紧趁热打铁：是啊，作者借助这个诗句是想要



写出腰鼓表演场面的空前壮阔！而联系课文短横线下的注释，
柴同学提出的问题里的“晦暗”是指人们对生活或者更确切
地说是对人生的领悟境界，那么该句“晦暗了又明晰、明晰
了又晦暗、尔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会表达哪个方
面的感想呢？学生们回答道：那是针对人生话题的。

我进一步开导他们：古语说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来稀……其中“四十不惑”就
是指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随着阅历的增加，对生活、对宇
宙的感悟基本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我最终拉回学习话题：
然而在本文中，带给作者这种思想领悟的却是安塞腰鼓，那
么安塞腰鼓实在是非常神奇的啊，我们要好好领略一下作者
展示的安塞腰鼓。

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篇三

1.在课下让学生做批注上课进行思想的交流、碰撞时，可能
会出现热情不够、不敢表达的现象，而他们不少人却是做批
注了。就可以在上课的时候针对文章的个别部分让学生小组
交流一下，这样再回答时就可能会更加敢于表达，因为可能
从同组的同学那里找到了相似或相同的解读。另外，组内交
流时，组内成员也可能看到自己没有注意到而其他同学注意
到的`解读。

3.排比与反复共同使用更加增强了气势，要比单用一种更加
有力，所以本文作者才将两种结合使用。

4.公开课冷场时或需要检测反馈时，可以叫课代表或用同学
推荐同学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篇四

昨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安塞腰鼓》，循着安塞腰鼓给我们
的感觉，朗读着品味着，学习着排比句。今天，我们又回归



整体，由“表演前的静”读到“表演时的闹”到“鼓声停息
后的静”。再抓住“好一个安塞腰鼓！”来读第二部分内容，
学习其反复手法：师生、男女生配合读，说出：“好一个安
塞腰鼓，好在。”了解表现安塞腰鼓的四个方面后，再引导
学生探究：这四个“好一个安塞腰鼓”感情是不是相同？仔
细品读，大家发现作者在反复中表达的感情是层层深入的：
赞叹——震撼——敬贺——沉醉。

此时，我又抛出一个问题：作者仅仅是在赞颂安塞腰鼓的无
穷魅力吗？由鼓及人，学生找出了写击鼓后生的词。我在黑
板上写下了：黄土高原、击鼓后生、安塞腰鼓。什么样的黄
土高原呢？与我们这儿比较一下，学生说出了环境的恶劣：
荒无人烟、寸草不生、飞沙走石。大家一起想象黄土高原人
民的生活。这样的'人民击出了这样的腰鼓。我让他们比
较“搏击”与“敲”有什么不同。学生埋头读第十二自然段，
我启发：他们是在用什么与什么搏击？学生们纷纷举起手：
他们用不屈的意志与恶劣的环境、厄运搏击。正因为“搏
击”才有“鸡啼”，两相联系，学生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明
天”。

最后我总结道：“安塞腰鼓气势磅礴，惊心动魄，被称
为‘天下第一鼓’。天下第一的仅仅是腰鼓吗？”学生们更
深刻地领会到，陕北人民“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不屈精神。

至此，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和拓展，深入作者内心世界，从
心里与作者产生共鸣！学生的学习，从浅层到达了深度，有
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提升。

安塞腰鼓教学反思以内篇五

针对气势磅礴、力量雄奇的散文《安塞腰鼓》教学，首先必
须适当地让学生对作品内容有初步的整体把握，但是又必须
突出重点，所以笔者选取了把三次反复出现的句子“好一个
安塞腰鼓！”作为突破口，请学生自己说出这是作者在反复



抒发对安塞腰鼓的赞叹之情。借此以点带面，替学生先梳理
清楚作品的行文思路：此文实际用每一次出现的“好一个安
塞腰鼓！”一句分别对前文作一个小结；而且在每一部分内
容里面作者均是先描写安塞腰鼓表演的壮观场面，然后述说
作为观众之一的作者身临其境时随之产生的丰富联想，最后
则是议论、赞美安塞腰鼓——从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作品层
层递进的情感宣泄的特点，而且可以让他们在自读自疑过程
中集中火力各个击破。

学生在老师激情地引导下，踏实地对悲壮的古战场似乎有了
初步感受。而《安塞腰鼓》接下来的语段则引用了“信天
游”陕北民歌《王贵与李香香》的句子：千里的雷声万里的
闪。我又启发学生：你们抓住该句关键词“千里”、“万
里”想象一下安塞腰鼓表演的场面是怎样的？学生们又找到
了答案：很辽阔。我赶紧趁热打铁：是啊，作者借助这个诗
句是想要写出腰鼓表演场面的空前壮阔！而联系课文短横线
下的注释，柴同学提出的问题里的“晦暗”是指人们对生活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生的领悟境界，那么该句“晦暗了又
明晰、明晰了又晦暗、尔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会
表达哪个方面的感想呢？学生们回答道：那是针对人生话题
的。

我进一步开导他们：古语说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来稀……其中“四十不惑”就
是指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随着阅历的增加，对生活、对宇
宙的感悟基本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我最终拉回学习话题：
然而在本文中，带给作者这种思想领悟的却是安塞腰鼓，那
么安塞腰鼓实在是非常神奇的啊，我们要好好领略一下作者
展示的安塞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