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 音乐高效课
堂个人工作计划(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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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篇一

课程改革使音乐课堂焕发着活力。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我领悟
到：当学生有兴趣时，当学生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时，当教学
内容能用多种形式来呈现时，他们学得最好。基于这样的认
识，我认为我们的音乐教学中应是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
展转变。

传统的教学观念认为音乐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术
和音乐知识，所以音乐课又被认为是技术学习课，因此在音
乐课中过多的强调了学习技能、技巧。小学音乐教育并不是
要让每个学生都成为音乐家，在音乐课中把认识乐谱作为每
课必学的内容，并且把会不会识谱作为学生懂不懂音乐的标
准，不但偏离了音乐教学的方向，而且由于纯技术训练带有
一定的强迫性，容易使学生产生对学习音乐的厌烦心理，进
而造成了学生和音乐之间的距离，以致学生丧失了学习音乐
的热情和信心。心理学家卡格安在观察儿童的行为时发现只
有那些与他们熟悉的事物有所不同，但又看得出与他们有一
定联系的事物，才能真正地吸引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
中运用多种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办法，巧妙地将学生与音乐
拉近，使学生获得良好的音乐感受，逐渐地喜欢音乐。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单纯的说唱，死板的讲述乐理知
识，那只会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我重新反思了以
往的教学。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我在低年级的课堂教学中设



置了这样的小练习：在课始与课末，进行骑着毛驴进教室的
小游戏，很受学生的欢迎。在这个游戏中，我让每个学生都
有三个自己创想的动作。首先，引导学生做一些小动物的外
形模仿。让学自主的进行练习，逐步发展下去，可以自由发
挥。学生自编的动作源于自己熟悉的小动物，由于个性和爱
好的不同，每个学生创想的动作各不相同。其次，让学生随
着音乐把这三个动作串联起来，在音乐的伴奏下自由发挥创
编律动，让学生在有规律的动作中培养节奏感和韵律感。那
么到了下一课，我便要求学生尽量不要重复自己上节课的动
作，学生们相互模仿，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随着课
堂教学的深入，学生的动作已不仅仅局限于模仿动物了，不
知不觉中既培养了形式的记忆力，模仿能力，又培养了学生
的创造力。

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篇二

在新一轮音乐课程的改革中,最大的变革就是教学方式的改变.
小学音乐教学应如何在新时期以科学、合理、高效的教学方
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呢?我
在教学实践中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一、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我非常欣赏这
样一句话:“蹲下来,同孩子一起看世界.”这个世界绝非成年
人眼中的世界.在教育变革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应以学生为
本,站在学生的角度,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改革传统的音乐课,
创造性地、灵活性地使用教材,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
为学生主动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或促进者,引导学
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现代科学的发展变化,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建立新型的学习方式.

那么,学生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呢?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
学生喜欢活动性、趣味性很强的,并能参与评判的音乐课内外
教学活动.如低年级的学生爱唱、爱跳、爱表演,喜欢与人争
高低;喜欢比比划划、敲敲打打;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乐意用



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渲染;喜欢童话和课本剧的演出,表达自己
的想法;喜欢当干部,当老师,并希望老师像他们一样听从指挥,
服从安排,同唱同跳同奏;特别好奇,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
神;喜欢听表扬,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奖品等等.高年级的学生喜
欢听音乐,崇尚时尚,乐意学唱自己喜爱的歌曲,喜欢课外活动,
乐意在赛歌、赛舞和演奏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同学的
认可;喜欢参观考察,乐意收集资料,在辩论中敢于发表自己的
看法;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方式,如操作电脑,自主学习,乐
意得到老师中肯的表扬和鼓励等等.因此,音乐教学就应根据
学生的心理需求,营造丰富多彩的课内课外教学活动,以科学、
合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走进音乐艺术的王国,
领悟音乐艺术的美.

二、注重音乐教学的“活”,探索新型的教学方式

小学音乐教学有别于其他学科,它具有轻松愉悦、生动活泼、
寓教于乐等特点.一堂优质有特色的音乐课往往给人“乱”的
感觉,这种“乱”正是音乐课“活”的变现.如何让音乐
课“乱”中有序、生机勃勃、人人投入呢?这就要求我们教师
要不断探索新型的教学方式,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自觉
参与的意识.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是紧跟时代发展要求的,
是符合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心理需求的,是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
结、归纳、提炼出来的.

音乐教学是一个使学生身心主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

不能只限于一种教学方式,更不能拘泥于某种教学模式,应以
灵活、有趣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人人参与,主动发展自己的个
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学习音乐的兴趣和热情,发挥他们的主
体作用,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提高其音乐的综合
素质,成为学习音乐、驾驭音乐的主人.

最后,以美国教育家雷塔科的话与同行们共勉:“只有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以独特的方式寻找自己道路的时候,教育才能成为
艺术,才会有高质量.”

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篇三

对于本次培训，我有如下感受：

一、课堂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传统教育是以教为中心，以控制学生、满足教师的表演
欲望为主，忽略了学生学的主体地位，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消弱了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降低
了学生学的能力，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而新课改是以
学生的学为中心，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参与度为主，
重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学生一
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说，课改是对学生的拯救
与放生，是在解放学生的过程中自我练就能力，是为学生一
生的发展谋求资本，是势在必行的一项工程。

二、更新观念，拉近师生距离，建立民主的课堂气氛。

高效课堂中，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师生关系，真正放下架子走
近学生，成为学生平等的合作者。合作意味着参与，意味着
一种师生之间的共同体验，从而可以使学生生成新的知识和
技能。因此在新课程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的合作是极为重要
的。没有合作的教学是难以实施新课程的，或者说是无法体
现新课程理念的。这就要求教师要从讲台上走下来，全身心
地融入到学生中去。与学生一起交流，与学生一起活动，让
学生在教师这里获得尊重和认可，让学生在班级获得归属感，
从而与学生一起共建有利于个性发展的课堂气氛。

三、教师必须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

打造高效课堂，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备课方



面要准备更加充分，每节课上课前，要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打算让学生获得什么?我打算让学生用多长时间获得，我打
算让学生怎样获得?我怎样知道学生达到了要求?这课前四问
能够让老师对于课堂有了大概地了解，准备就要更加充分，
做到不上无准备之课。在上课时，应该合理分配课堂时间，
什么时间学生自己学，什么时间老师开始讲，什么时间开始
练，这些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其次，教师要有明确的学法
指导，要对自己的设计了然于胸，课堂上还要进行二次备课，
并在学生疑惑处、知识重点处重锤敲打，精讲点拨，着力引
导学生学会知识、学会思路、学会方法。

在我从教的过程中，使我对高效课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觉得它主要是指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是师生的共同进步，是知识和素养的共同提高。

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篇四

(1)定义：物体在一条直线上运动，如果在任意相等的时间里
通过的位移相等，这种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2)匀速直线运动的特点：应该是“在任何相等的时间里面位
移相等”的运动，现实生活中匀速直线运动是几乎不存在的，
是一种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其特点是位移随时间均匀变化，
即位移和时间的关系是一次函数关系。

2、变速直线运动

(1)定义：物体在一条直线上运动，如果在相等的时间内位移
不相等，这种运动叫变速直线运动。

(2)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和时间的关系：不是一次函数关系，
其图象为曲线。

(3)变速直线运动的分类：



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均匀改变的变速直线运动。

非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不是均匀改变的变速直线运动。

例1：物体在一条直线上运动，关于物体运动的以下描述正确
的是(c)

a.只要每分钟的位移大小相等，物体一定是作匀速直线运动

b.在不相等的时间里位移不相等，物体不可能作匀速直线运
动

c.在不相等的时间里位移相等，物体一定是作变速直线运动

d.无论是匀速还是变速直线运动，物体的位移都跟运动时间
成正比

3、位移--时间图象(s-t图)

(1)描述：表示位移和时间的关系的图象，叫位移-时间图象，
简称位移图象。

(2)物理意义：描述物体运动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3)坐标轴的含义：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位移。由图
象可知任意一段时间内的位移和发生某段位移所用的时间。

4、匀速直线运动的s-t图

(1)匀速直线运动的s-t图象是一条倾斜的直线，或某直线运动
的s-t图象是倾斜直线则表示其作匀速直线运动。

(2)s-t图象中斜率(倾斜程度)大小表示物体运动快慢，斜
率(倾斜程度)越大，速度越快。



(3)s-t图象中直线倾斜方式(方向)不同，意味着两直线运动方
向相反。

(4)s-t图象中，两物体图象在某时刻相交表示在该时刻相遇。

(5)s-t图象若平行于t轴，则表示物体静止。

(6)s-t图象并不是物体的运动轨迹，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7)s-t图只能描述直线运动。

5、变速直线运动的s-t图象为曲线

6、图象的应用：

(1)求各时刻质点的位移和发生某一位移对应时间;

(2)求速度;

(3)判断物体的运动性质。

相信大家对于上文为大家所推荐的高一上学期物理教学计划
模板，一定仔细阅读了吧，祝大家学习愉快。

乐高教育教师培训学院篇五

化学世界绚丽多彩，千姿百态、奥妙无穷。化学知识中蕴藏
着多样统一美、和谐奇异美、简洁明快美；化学实验有光、
有色、有声、有味、有热，丰富多彩。可以全方位的刺激大
脑。这是化学学科特有的、独特的刺激方式并有其独特的开
发价值。只要运用恰当，每个化学实验都有其智能价值。通
过本期的课堂实验、家庭小实验、实验探究，去引导学生进
行妙趣横生的探索，发现和鉴尝化学知识的内在美、凭借化
学的实验美的魅力和暗示作用，使学生陶冶情操、启迪智慧、



美化心灵。并在美的情境中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2、明确实验目标，注意教师在课堂实验中的示范作用

本期，教师在做实验中，必须操作科学规范，一举一动都要
成为学生独立操作的依据和榜样。实验过程中，教师对仪器
的整理、安放的位置、连接的顺序、操作的敏捷、协调都必
须具有科学性和示范性，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讲解
时，语言要与操作结合整凑、语言科学、准确而富有启发性。
板书适时，能让学生明确每个实验的目的、实验用品、懂得
如何观察；并能积极操作，师生互动。不能让学生以“观察
员”的身份出现在化学实验室。

3、注意实验习惯的培养

培根说过：“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
生”。因此，本期从第一节开始，就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
实验习惯。如倾倒液体、取药、加热、点燃酒精灯、用滴管
汲取液体、过滤的操作、仪器的连接与拆除、仪器的清洗等。

4、在实验操作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学生动手操作中，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的操作过程，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且先在课外活动中，每班培养十个左右
的学生，让他们先过动手能力这一关。然后在全班的动手操
作中，由他们帮助操作有困难的学生。实行“兵教兵”。防
止教师在实验过程中唱“独角戏”。还要优化教师的演示实
验，力求教师的每一个实验都是主体与主导的最佳结
合。“既有师生追求真理的共频共振，又有师生情感的心理
共呜”。

在实验过程中，要巧设疑问，做到以奇引疑、以疑创境，以
疑促思，让学生在奇中揽性。坚持在实验中以学生为主体、
以操作为载体、训练为主线、思维为主攻；精讲与操作相结



合，在操作中导之以思、授之以法、教师的讲起到画龙点睛
作用。

5、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注重自身的仪表和语??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注重自身端庄的仪表，严谨的教风。
工整流利的板书，生动有趣的语言；熟练、规范、科学的操
作技巧；精辟的分析、形象的讲解、适度而又耐人寻味的设
疑。巧妙的启发可以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教师在课堂上要
精神饱满、感情充沛巧妙地运用幽默、形象比喻、拟人等手
法，而使课堂活跃，引起学生持久的注意力。同时教学语言
是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传递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最主要的手段，
也是教师传授知识、分析、情感向外传授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式。本期的实验教学要加强自身教学语言的研究和探讨，
使自己的教学语言能拨动学生心灵。最大程度地使自己的教
学语言发出哲理的馥香、心灵的芳香，让学生在愉快的情景
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

6、开展课外活动抓好家庭小实验。

一位名人说过：“再聪明的人，被动时就显得十分愚蠢”。
因此，本期要积极开展课外活动，抓好家庭小实验。把学生
由被动吸收变成主动探索。本期开展二次化学晚会，以组为
单位，进行一次“波尔多液农药的配制”。开展一次“我县
环境污染的调查”。并要求以组为单位写出调查报告。培养
同学的积极探研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让学生在课外活动中，
学会学习，学会共同生活。

7、认真批改实验报告

要认真地批改实验报告，及时了解学生的知识缺陷。通过
《化学实验报告》及时批改，把握学生思想脉搏和个性特点，
为德育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实验报告》中
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可以作为备课时的重要参数，也可以



作为把握学生思想脉搏的窗口。通过批改，加强师生之间心
灵交流和信息交流。架起师生课外交流的桥梁，让他们真正
感觉到，在学习中，老师是他们的合作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