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京剧的教案反思 京剧教学反思(优
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京剧的教案反思篇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用多媒体课件参与美术欣赏教学
能大大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思维积极，想象丰富，
调动了学习兴趣，从而促使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多媒体声
色并茂、动静结合、高度智能化等强大的技术，是传统教学
中无法或难以表达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在幼儿的面前，
激发幼儿在多样化的活动过程中多方位、多角度地感受美、
发现美和表现美。牵引幼儿眼、耳、手、口、脑等多种感知
通道，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情感，在
情感共鸣中获得满足。在幼儿有需要自我表达的愿望时，幼
儿就会用动作或美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京
剧脸谱》，在现代孩子的眼中，京剧脸谱并不是国粹，而是
普通的面具，而且还有点可怕。可设计一个教学课件，绘制
或下载各种京剧脸谱片段以及各种精美图片，另外还有各种
脸谱的优秀美术作品，幼儿大开眼界，轻松地掌握京剧脸谱
的特征，使孩子兴趣大增，画出了各具特色的京剧脸谱，真
是栩栩如生，充满童趣。

课前我通过上网、下载、扫描图片等方式找到需要欣赏的教
学图片，通过软件制成课件，让幼儿看到画面品质完好的.作
品，解决了没有真实作品让幼儿欣赏的难题。

不错的同时还增加了京剧表演的片段《五台山》和同龄孩子
的京剧作品，配上音乐、画面、文字提示等，在欣赏的过程



中，孩子们都情不自禁的模仿起来。在模仿与欣赏中让孩子
掌握了京剧脸谱的各种知识，丰富了孩子的知识面。课件即
丰富了教师讲课内容，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21世纪人们称之为信息时代、多媒体时代、创造性时代。
《纲要》中指出艺术教育就是要激发幼儿的艺术创造性。美
术欣赏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另一面也省不了要培养幼儿的创
造性，同时当今社会又是一个瞬息变化的社会，他需要有创
造性的人才来适应和推动。而课件的应用，在幼儿创新意识
的培养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京剧脸谱》教学中，在
欣赏同伴作品以及一些夸张的作品中，让幼儿体验到作品的
滑稽和幽默。为幼儿的创造提供了形象，同时也消除了不能
完美表现京剧脸谱的顾虑。在此基础上，我又适当地加以引
导、点拨，幼儿思路开阔，想象力，创造力也随之调动了。

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使“京剧脸谱”的课堂变得有趣而灵动。
使幼儿多角度、多方位地参与美术活动，也是一种极有效的
教育方法，促进了教师教育活动过程中“教”的趣味性，为
课堂增添了活力！

京剧的教案反思篇二

学生的自主学习收效很好，而且准备都比较充足，甚至比老
师收集的资料还要详细，我很感动。不足的地方就是学生对
京剧这一门艺术接触的机会很少，所以对京剧的.表现方式的
理解还不是很到位。这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更深入的
了解才能感受到中国戏曲的精髓。从组织上来看学生听课的
力度比较好，但还是觉得缺少整个课堂的有力调度与组织，
比方在老师提问时还是有很多学生不跟随老师积极思维，所
以积极回答问题的同学还是比较少，与老师的交流不够好，
遇到难点、疑点问题时，由于学生对京剧的接触比较少所以
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准确见解性比较差。



京剧的教案反思篇三

京剧，对于生活在节奏快速运转的深圳孩子似乎有些遥远，
同学们对京剧似乎也不感兴趣。怎样才能让同学们近距离的
接触到京剧，能对京剧艺术感兴趣，喜欢聆听和观看京剧，
从而愿意进一步学习呢？这是我上这节公开课之前考虑最多
的问题。

一日，我无意中翻到教师节我校老师们演出的《戏曲大荟
萃》，灵机一动，一个好的导入口找到了。果然，当同学们
看到自己熟悉的老师在台上精彩的演出时，都显得格外兴奋。
兴趣，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恰好，姜主任演唱的《甘撒
热血写春秋》正是京剧收尾，借着东风，我展开了对京剧的
讲解。

讲解京剧，我想为了保持同学们的兴趣，一定不能讲的过于
深奥，尽量通俗易懂，举例和欣赏同时进行，还要和同学们
现有的知识有交汇点，继续保持兴趣。

京剧的历史，我从让同学们猜京剧距离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
是否听说过“徽班进京”给乾隆祝寿谈起，象讲故事一样，
抓住同学们的耳朵。京剧的唱腔是个比较难讲的地方，也是
本节课我不很满意的地方，我只是简单讲解了“西皮”“二
黄”。如果能现场给同学们唱一段，或找出与之相对应的唱
腔则更利于同学们的理解。行头、场面、武场、文场同学们
很容易理解。京剧的行当的划分，四大名旦的介绍，我都觉
得进行的很顺利。关于继承和发扬，我找了北京戏校小演员
刻苦练功的视频给大家看，所以同学们在情感上引起了共鸣，
被小演员深厚的功力所折服，我想：他们的心灵里会受到一
次小小震动。我适时的总结：京剧，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
扇窗，让我们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今天。我们
只是粗略的领略了京剧艺术的魅力，希望同学们在喜爱通俗
音乐的同时，不要忘记学习我们中华艺术的瑰宝。



从课堂反馈的情况来看，还算是一节比较成功的课，同学们
在课堂上发言踊跃，对于疑问也有兴趣质疑。说明课堂已经
激起同学们学习京剧的兴趣，达到了教学目标。

京剧的教案反思篇四

核心提示：我设计的思路是：先让同学们通过自学，了解有
关于京剧行当的基础知识。然后进行知识检测。主要由以下
环节：第一环节：基础知识问答，包括知识填空题，连线题。
第二环节：图片辨认。第三环节：动作模仿。第四环节：
演...

我设计的思路是：先让同学们通过自学，了解有关于京剧行
当的基础知识。然后进行知识检测。主要由以下环节：第一
环节：基础知识问答，包括知识填空题，连线题。第二环节：
图片辨认。第三环节：动作模仿。第四环节：演唱京剧唱段。

优点：

1、教态自然亲切，有亲和力。

2、用激情感染学生，调动学生。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3、导语，结束语及各环节的过渡语导入自然，课堂教学既体
现了整体性，同时每一环节的步骤任务清晰明确。

4、对学生评价的语言，鼓励的语言分寸把握较好。

5、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区分京剧中的.每一行当的特点，教
学目标明确，教学效果较好。

6、教师在课堂中展示有动作模仿，演唱京剧唱段，对学生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不足及改正措施：

1、时间把握的不够科学合理。前基础知识部分时间过多，以
至于后面动作模仿和教唱京剧唱段环节时间过少。

2、教师展示和学生展示的时间过少。

3、评价方式和结果还有待改进。如评出分数，评出优胜小组；
评价标准应当更细致，更完善。

4、基础知识问答环节是由教师问，学生答。这里可以设计出
一些学生活动，如用竞赛的方式，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同
时也提高了学生之间的学习的竞争力。

5、动作模仿环节。应先让学生进行动作模仿，在总结特点。
我的顺序是先说特点，再模仿。这样学生总结起来会用些困
难。

京剧的教案反思篇五

在现代京剧这一课的教学中，主要是欣赏《智取威虎山》中
的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和《打虎上山》这两首乐曲。

课堂上，我先以一段潮剧来导入，引出“戏曲”这个概念，
之后再点出今天的课题，并开始对京剧这一戏曲类型进行介
绍，接着引入《迎来春色换人间》和《打虎上山》着两首乐
曲的欣赏。我让同学们观看了视频播放的京剧唱腔选段，并
让学生讲讲观看后的第一印象，及时肯定学生在欣赏中的第
一感受，让学生树立自信。不过有不少学生反应说“还是流
行音乐好，京剧的内容有听没有懂。”这时我便将剧中的具
体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整个课在一问一答的.形式下进行着，
学生的反应也还可以。

课后我在对这一节课进行总结和反思时发现，新课改下的音



乐课应以学生为本，遵循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利用音乐学
科的独特魅力来作用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而事实上要调动学
生的学习情绪还是不难的，只要将他们喜欢的与课堂上的知
识联系起来讲，还给学生自由想象的权力，他们会更有学习
的热情的，所以我将京剧与流行歌曲进行对比，以此来加深
学生对京剧这一国粹的认识和欣赏。这样改动方案之后效果
比前面一节课明显有所改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