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大象教学反思 音乐欣赏课的
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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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大象教学反思篇一

内容摘要：“感受与鉴赏”是音乐新课程的一个重要学习领
域，本文针对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与根据学生厌听音乐的现象，
对如何通过音乐欣赏去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和提高学生
音乐审美的能力，进行了重开放式地提问题和重体验式教学
法两方面的浅谈与描述。

关键词：音乐感受能力开放式体验式

“感受与鉴赏”是音乐新课程的一个重要学习领域，是整个
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同时音乐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任何一种音乐能力，都是在音
乐感受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教学中应想方设法
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趣，激励学生对所听音乐发表有独立
的感受与见解，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
尽可能地为学生树立终生学习和享受音乐的目标奠定基础。

在这里的“开放”，本人诠释为问题的答案范围宽；而“关
闭”则是局限在某个具体的小范围问题去思考。在音乐欣赏
课堂中，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去偏重开放式地提问题，让
学生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思考与感受发表自己个性化见解，
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提高学生感受音乐的能力。
反之，则要尽可能地避开关闭式地提问题。学生是教学最有



用而广泛的资源，我们应从多方面去开发他、塑造他，如果
把学生引入一种思维或关在一个“峡谷”，以我个人的实践
来看，会出现三种结果：1不适应或这种思维较弱的学生对课
堂产生厌感，甚至恐惧感；2就算是适合某位同学的强项思维，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也会成为定向思维，出现智力偏向；3整
个课堂会很冷清，因为它不是面向全体学生，不注重四面鲜
花齐放的创设。据此，我做了以下的教学尝试：

因此，为学生创设一个开放、自由的课堂，对激发学生学习
音乐的兴趣是最有效的途径，对提高学生音乐感受能力是最
容易的环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是不能“教”的，音乐的非语义性
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教学机制主要不是依靠讲授和诠释的方
式来进行。根据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
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青少年特有的对知识
的兴趣的重要条件。致使我们在音乐欣赏课中必须重视体验
式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感受到音乐情绪带给自
己的影响，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与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反之，以大量的语言去讲解音乐的特点、情感内涵、
曲式结构等，尽管你讲得多么精彩，语句修饰得多么华丽，
结果都会成为学生的耳边风、纸上谈兵罢了。

音乐大象教学反思篇二

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音乐形象通过节奏、节拍、曲调、调
式、调性、和声、曲式等音乐要素来塑造音乐所表达出的思
想感情，通过人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因
此，对音响的感受是一切音乐活动的基础，通过不同形式与
手段对学生进行音乐感受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大千世界的
音响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如风雨声、雷电声、鸟鸣、狗吠、
马嘶、狮吼、涛声、流水声、机器马达的轰鸣声、战场上的
枪炮声、抑扬顿挫的叫卖声……作曲家们为表现这些丰富音
响和自身感受而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来表现不同的音乐



形象及情感，如《动物狂欢节》《雷电波尔卡》《骑兵进行
曲》《十面埋伏》《野蜂飞舞》《百鸟朝凤》等中外名曲。
教学中，有的音乐教师指导学生聆听这些作品，让学生感知
音乐与大千世界的密切关系，感知大千世界丰富的音响和音
乐所富有的特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
打开想象的心窗，利用各种生活物品，自己动手制作模拟大
千世界音响的“乐器”进行表演。在教师的启发、鼓励下，
有的学生将塑料纸揉成团，放在掌心里揉搓，使其发出“刷
刷刷”的声音，用来模拟潇潇细雨的声音；有的学生手握塑
料饮料瓶发出“咔吧、咔吧”声，模拟雷声；有的拿来一节
竹子做成竹哨，吹出美妙的鸟叫声；有的用空易拉罐装进沙
粒，用胶布封口，代替沙罐摇出“沙沙”的节奏；还有学生
用倒扣的小塑料桶或空蛋糕盒子来代替“架子鼓”敲击出不
同的节奏；也有学生用碗或茶杯深浅不一地装上水，用筷子
敲击出简单的乐句……这些信手拈来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物品，
被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赋予了新的概念，虽然简单、没
有固定音高，但却在孩子们的音乐启蒙中起到了“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

引导学生欣赏音乐，启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培养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

音乐具有“有声无形”的艺术特点，人们对音乐内涵的感知
比较抽象。但是，音乐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所表现的内容、
塑造的形象、表达的情绪，总是能被人们所感知，这就是音
乐的魅力。在这一方面，有的教师充分利用音乐的各种表现
手段，启发学生利用想象力将所听到的音乐用语言描述出来，
同时也描述出了自己对音乐的感受。

音乐大象教学反思篇三

音乐欣赏课是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发展
音乐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这两周的音乐欣赏
课内容中，我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对音乐欣赏课不感兴趣，当



我一播放欣赏歌曲的时候，这帮孩子听都没听就叫着：“老
师，能不能不要听啊，好难听啊，能不能听流行音乐啊。”
等等。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让孩子懂得欣赏音
乐，到学会听音乐欣赏，这一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
常大的一个值得思考，也是值得挑战的任务。

我们的音乐欣赏课内容大部分跟我们的生活及我们一些历史
挂钩的，并且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表达的'内在涵意，但是由
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知道这个道理，在这样的情况
下，一定要让学生懂得历史，懂得每首歌曲的故事背景和表
达的意义，不能只让学生唱会歌曲就算交任务了。

如何在欣赏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音乐欣赏的兴趣，
其中最有效的放飞是激发学生兴趣，创设愉快的音乐情境，
培养和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采用最简单、通俗、艺术化的
语言叙述是我们在音乐欣赏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欣赏课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引导法，把学生引入我们创设
的情境中，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图片的引导、讲述音乐背
景，把学生带入音乐的海洋里，跟着旋律作画，还可以让学
带着问题去听音乐，这样也可以引起他们的主意力。

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就能提高学生欣赏音乐的兴趣，对音乐
的理解能力、想象力、审美能力，上好音乐欣赏课是提高学
生的欣赏水平的起点。

音乐大象教学反思篇四

不经意间，我随手打开新一期《中国音乐教育》。北京101中
学章连启老师撰写的《课评之反思——参与“第四届全国中
小学音乐教学录象评比”活动有感》一文强烈地震撼着我的
心灵。我反复阅读，细细品匝那字里行间蕴藏的深刻内涵。
章老师在围绕“关于不适度地强调学科综合的问题”的论述
中对当前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实践及这次评比活动的部分课



例谈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在音
乐教学中，学生探究的主要对象不是音乐，而是音乐之外的
其他艺术或人文学科——如舞蹈、美术、文学等。音乐成了
学习其他学科内容的陪衬”。这不由得引发了我对前不久执
教的音乐公开课《天鹅》的深层反思。

在那堂课上我将音乐、舞蹈、美术结合起来教学。在欣赏柴
科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曲》时引导学生学跳芭蕾舞，而在
欣赏圣—桑的《天鹅》时引导学生创作音乐想象画。特别是
为了学生能画好《天鹅》，我还有意请美术老师在美术课上
辅导学生画天鹅，并在公开课上让学生观看了一小段天鹅的
生活录象，为的是让学生在创作音乐想象画时，能较好地画
出天鹅的各种神态。的确，学生不负我望，果真创作出栩栩
如生的天鹅，有的在戏水，有的在游泳，有的在飞翔，有的
在洗澡……最后我还请学生从黑板上张贴的一幅幅天鹅图中
评价出最好地表现乐曲《天鹅》意境的作品。我暗暗窃
喜，“音乐与美术的综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专家们的话深深地启发了我。是啊，把音乐与美术结合起来
是为了更好地拓展艺术审美空间，增强艺术趣味，培养学生
的艺术审美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目的。而
欲达此目的，贵在把二者灵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切不可
公式化。要学生把音乐形象描绘下来，教师应启发每个学生
用各自独特的画面构思去表达同一音乐主题。当我们启发学
生描绘一幅图景的时候，不应当无形地诱导学生一起去寻找
同一种图解，而要鼓励他们去积极寻找各式各样的属于自己
的图解。

通过这次新课程教学研讨活动，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们教师要
扎实有成效地开展课改，应深入学习理论，加强实践，并要
学会反思，那样才能在正确的改革道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音乐大象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主要是引导幼儿感受几首不同风格的少数民族音乐，
培养其对音乐的兴趣。鼓励幼儿在不同音乐的伴奏下，尝试
用身体动作来模仿或创编符合音乐特点的韵律。

在欣赏《民族音乐》之前，我带领幼儿收集有关于藏族、蒙
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生活习俗的图片，并组织幼儿进行
观察、交谈。课上我请四名幼儿装扮成藏族、蒙古族、维吾
尔族、朝鲜族的小朋友；并教会他们跳会一个各自扮演的少
数民族舞蹈，幼儿可以自己创编舞蹈动作。让他们在音乐声
中充分的欣赏美表现美，激发他们表现美的愿望。

我引导幼儿思考：利用收集来的图片组织讨论这是哪个民族？
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还知道哪些关于这个少数民族有趣的事
情。

这节课的歌曲旋律很好听，充分体验幼儿那种愉快的心情，
感受到各个民族的风貌、习俗、风情。

教师可以与幼儿一同在教室表演，共同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