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音乐牧歌教学反思 草原牧歌
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六年级音乐牧歌教学反思篇一

试图从蒙古音乐入手，探讨与感受蒙古音乐中有本民族特色
的弦乐、舞蹈、歌曲以及它们的艺术魅力。让学生通过课前
查找有关“蒙古”的资料，使其知道除了课堂以外，还可以
从多渠道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材料，使之形成自我寻找答
案、自我构建知识的意识；继而在课堂上不断地为学生创设
参与体验、主动探索、积极实践的条件，使学生在欣赏、想
象、表达、模仿、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中获得经验、获得能力。
本课例力图激发学生对“蒙古音乐”的兴趣以及进一步了解
蒙古音乐文化的愿望，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回味，
符合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节课设计了三个教学领域。

第一， 感受与鉴赏。从课前热身的蒙古音乐到蒙古文化的

了解都是基于学生自身对蒙古的印象，目的是让课的序幕在
一种学生纯自然感受上拉开的，而并非老师强加上去的，老
师的角色只是个引导者。

第二，体验与表现。音乐源自于生活，课的开始借用影像片
段将同学们的视线、听觉逐渐拉向传统的蒙古音乐。课的主
线是蒙古弦乐、舞蹈和歌曲，通过学生欣赏、模仿、表演等
来完成，让他们觉得原来遥不可及的音乐与自己的距离如此
贴近。



第三、实践与创造。对于学生们的创作与表演，不求完美精
细，但求投入开心，使他们体会到真正的蒙古音乐特点。

这三个教学领域我主要通过应用现代化媒体和让学生充分参
与活动两大手段来完成，有了视觉、听觉的刺激，再加上让
学生尽量地动起来，进一步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体
验进而喜欢，并以正确的态度接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六年级音乐牧歌教学反思篇二

父爱似在我饥寒交迫时的一把火炬；

父爱像在我锋芒毕露时的一句提醒；

父爱若在我孤立无援时的.一次帮助；

父爱如在我义愤填膺时的一丝安抚；

父爱似在我精疲力竭时的一杯冷饮；

父爱像在我泱泱不乐时的一点关怀；

父爱若在我语无伦次时的一次告诫；

父爱如在我进退维谷时的一回激励。

父爱深深，陪我走天涯。父爱浓浓，伴我闯海角。

六年级音乐牧歌教学反思篇三

根据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
“兴趣爱好为动力”的理念。在设计本课时，我主要从学生
的学习兴趣入手，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六年级的学生主动参与意识



不强，于是我发挥个人专长，增添课堂色彩。我擅长的是民
族舞蹈，而《天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我国蒙古族
音乐，我加入舞蹈进行本堂课教学，消除学生的紧张感和陌
生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聆听音乐、感受音
乐、表现音乐。

通过系列教学活动学生在欣赏、体验、感受音乐中对两部音
乐作品所表现的音乐风格和音乐所描绘的意境等方面有了较
深的理解,并更加深入的感知蒙古族的音乐风格特色，全面的
掌握了蒙古族音乐长调和短调的特点。在引导他们进一步表
现音乐时他们兴趣浓厚，表现的轻松愉悦，并情不自禁随着
音乐哼唱曲调。还有些喜欢舞蹈的学生载歌载舞，使本课的
教学目标要求顺利完成。

该课的设计以新课程标准为理论依据，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设计教学目标及教学结构，达到了预先设想的效果。通过运
用多媒体，视、听结合，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感受、体验
和掌握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情绪及音乐营造的意境这一知识点；
通过师生互评，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
学的积极性；让学生用歌声、琴声、舞蹈将自己的情感与音
乐产生共鸣。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还需要丰富自己的语言
表达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亲和力，使自己和学生更好地融
入到音乐中去。音乐的审美无处不在，我还需要注重教学板
书的设计，让学生更清晰明了的掌握重点。在欣赏的环节，
我可以让学生设计多种欣赏方式，充分发散他们的思维，这
样将会达到更好地教学效果。

总之，通过这一节课的教学，我希望学生学会的不仅仅是这
两首歌曲，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艺术的美，
能够为他们不断学习音乐、喜爱音乐、享受音乐做好铺垫。
对于我自身，发现了一些闪光点，也认识到一些不足，为今
后的教学拓展了思维，积累了经验。



六年级音乐牧歌教学反思篇四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趑趄犹疑，因为一时决定
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
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有点不敢置信。通常，在我们不
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
过一小段的挣扎，我开始喜欢她诗文中独特的那种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
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
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
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
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
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
蒙古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
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
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或如：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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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聆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小黄鹂鸟》演奏《筷子舞》
《银杯》

教学目标：

通过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天堂、万马奔腾，三首不同风
格的歌曲，感受了解蒙古草原音乐的魅力并了解两首乐曲产
生的时代背景，表现内容、旋律特点及音乐形象。



教学重点：学唱欣赏曲的音乐主题。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复习。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聆听全曲。

2介绍演奏家。

3感受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4复听全曲，同时随音乐打拍子。

5学唱主题音乐。

6表演。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学唱歌曲《小黄鹂鸟》，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热爱小鸟的美好感情。

通过合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
乐的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
乐的感受。

教学重点：用正确的方法演唱二声部合唱歌曲。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部好。

2发声练习。

3复习。

4节奏训练。

5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有节奏的读歌词。

4、学习歌曲。

5、演奏《筷子舞》随音乐边唱边打拍子。

6、掌握音乐的强、弱。

7、齐唱。

8、自评、互评。

三、结束部分：小结。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学唱歌曲《银杯》，培养学生热爱蒙古族音乐，热爱大自
然的美好感情。

2、唱歌曲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音乐的
美妙并训练合唱的能力。在旋律的连接中训练学生对音乐的
感受。

教学重点：复唱时正确演唱。

教学难点：正确演里二声部。

教学准备：电子琴、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问好。

2、发声练习。

3、节奏训练。

4、导言。

二、基本部分：

1、完整听范唱带。

2、教师范唱。

3、随音乐打拍子。

4、掌握音乐的强、弱。

5、齐唱。

6、指导不足之处。

7、反复练唱。

三、结束部分：小结。结束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