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篇一

1通过亲身感受和对比等方法来体验歌曲的特点，尝试用简单
的身体动作来表现歌曲的美的意境。

2通过对歌词的分析，让幼儿对歌曲展开相关联想，体验傣族
小朋友亲近大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的生活情趣。

3喜欢歌曲，能安静的倾听。

教学重点、难点

体验歌曲特点，尝试用简单的身体动作来表现歌曲美的意境。

活动准备

1音乐：《红星歌》、《经孔雀轻轻跳》伴奏、演唱mp3；

2视频：动画片段《两只小孔雀》、傣族风情风光片段、《经
孔雀轻轻跳》flash；3教具：纱巾。

活动过程

一、进场

在《红星歌》的乐曲声中，老师和幼儿迈着雄壮有力的步伐
进入活动区。



设计意图：采用幼儿熟悉的旋律，让幼儿感受雄壮有力的节
奏，为与本次活动进行对比埋下伏笔。

二、开始部分

1、欣赏动画片段《两只小孔雀》。

师：在刚才的动画片里，有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是谁？
大家嬉笑着相互泼水，你知道他们在过什么节日吗？在我国，
有一个民族，那里的人们把孔雀作为吉祥鸟，泼水节是他们
特有的节日，这个民族就是傣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孔雀
的家乡，去看看傣家优美的风景吧。

2、傣族风情

播放短片：傣族风情

设计意图：采用幼儿都非常喜欢的动画形象导入新课，创设
生动活泼的课堂情境，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课堂
轻松活泼，寓教于乐。

三、基本部分

（一）乐曲欣赏

1、欣赏乐曲，感受歌曲的旋律、节奏。

师：这首曲子的旋律跟《红星歌》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有力-轻柔，快-慢）

设计意图：让幼儿从熟悉的旋律入手，用对比的方法，初步
体验乐曲的优美。

2、请幼儿伸出双手闭上眼睛再次欣赏乐曲，教师用纱巾从幼
儿手上轻轻划过。



师：你们在欣赏这首曲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轻，
柔，软，舒服）曲子速度怎样?(慢)

设计意图:利用纱巾的轻柔帮助幼儿亲身感受柔与轻，进一步
体验乐曲的优美。

3、鼓励幼儿一边欣赏乐曲一边尝试用简单的肢体动作来表现
对乐曲的理解。

设计意图：让幼儿自己尝试，把对乐曲的理解表现出来，帮
助幼儿更深入的体验乐曲的优美，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二）歌曲欣赏

1、请幼儿带着问题完整欣赏歌曲两遍。“印象最深刻的一句
歌词？”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逐句清唱。请幼儿想象歌词中
的情景。

设计意图：让幼儿从“点”上感受歌词，展开想象，体验歌
曲表现的美。

2、无伴奏教师教唱歌词一遍。（陪视频画面）

设计意图：通过教师的教唱，结合视频画面，加深幼儿对歌
词的理解，让幼儿从“面”上展开联想，感受歌曲的美的意
境。

3、结合flas*完整欣赏，幼儿自由跟唱或者舞蹈。

设计意图：利用幼儿喜欢的flas*，调动幼儿情绪，将幼儿的想
象和画面结合起来，让幼儿更进一步的感受歌曲的美的意境。

四、拓展延伸



邀请在场的老师共跳孔雀舞。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篇二

试教——我体验到一种经历叫成长

展示——我享受到一种遗憾叫真实

本课的成功之处：

学生们通过本节课的活动，感受到了音乐的美，更勇于表现
美，敢于表现美。

本课的不足之处：

教学时间不准确，提前了几分钟，要不然学生可唱得更熟练
一点。

学跳傣族舞的环节，应该在边教边跳的过程中把舞蹈名称交
待更清楚。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篇三

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的小学音乐《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孔雀轻轻跳》这首歌，是一首描写傣族风情的儿童歌曲，
为了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强烈兴趣，我思考应该在教学过
程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手，调动学生的参
与意识，所以我先表演了一段傣族舞蹈，营造了轻松愉快的
音乐氛围。

1.为整节课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调。



2.顺理成章导入课题。

如果说过去的音乐教学只是“教学生唱歌”，那么，我感觉
到现在的音乐教学不仅是教学生唱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有
兴趣的、主动地融入到音乐中来，这是我在备课、预设过程
中的点滴思考。 课堂生成亮点：

1.观看傣族民俗文化风光视频，把学生带入一个美轮美奂的
世界。音乐与相关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有利于扩大学
生音乐文化素养，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及艺术审美
能力的培养。

2.这节课我把感知放在重要位置。听，是感知与理解音乐的
前提条件，也是艺术实践最重要的过程，因而要从听入手，
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熟悉音乐的旋律，再引导学生从歌
词中感受歌曲的情感。又因为少数民族的歌与舞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初听音乐的时候，我让学生观看歌曲视频， 使学生感
受到歌曲的抒情优美，又激发学生学习本首歌曲与热爱傣族
的热情。

3.课堂中人人参与编创傣族舞，真正做到了“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发挥学生的编创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
去带动学生。学生们通过本节课的活动，感受到了音乐的美，
更勇于表现美，真正做到了新课标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教育
理念。

1.由于初次上本节课，个别学生积极兴没调动起来，使课堂
少了一些生机。2.自己普通话还有待与提高。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艺术是永无止境的，新课程标准
需要我们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更要我们勇于反思，只有不
断反 思，不断总结，才能提升自己教学理念.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篇四

人音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金孔雀轻轻跳》，这是一首描
写傣族风情的儿童歌曲，为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我思
考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从感性、体验入手，
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引领学生用身体感觉音乐，用语言描
述自己的体验。

一、音乐内容直观化

《金孔雀轻轻跳》是我国少数民族傣族的歌曲，在导入这节
课时，我首先让学生欣赏教师带来的孔雀舞。从同学们讨论
对孔雀的认识后给他们看孔雀的图片(白孔雀、蓝孔雀、绿孔
雀)，孔雀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那里四季如春，而且那里
还有“孔雀之乡”的美誉。把学生带入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
界。从孔雀入手介绍傣族的民俗风情(泼水节、竹楼)。

二、培养学生表现音乐的能力

新音乐课程标准中提到音乐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自信的演唱、
表演能力，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
达个人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使
学生享受到美的愉悦，受到情感的陶冶。在学习《金孔雀轻
轻跳》时，我采用的是整体听唱法教学，在学习过程中，让
学生自己讨论、发现和解决歌曲难点。通过反复聆听，以及
葫芦丝演奏歌曲，让学生了解要用抒情优美的声音演唱歌曲。

三、拓展音乐知识，扩大音乐文化视野

新音乐课程标准中告诉我们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
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
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
感觉，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
在学生掌握歌曲《金孔雀轻轻跳》之后，我让学生总结出傣



族音乐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少数
民族的音乐。以激发学生深入了解、学习的热情。

这一节课后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之处，具体概括如下：

一、教态亲切但不够精练，衔接词语太过贫乏。低段学生的
教学应该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开始，教师应该多用孩子般
的语气和他们沟通交流。

二、课堂应急能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的专业
知识，当涉及到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知识领域要善于正视并
交代清楚愿意和同学们课后一起去寻找答案。

三、在课堂中教师对学生演唱歌曲的状态还需要贯穿整个课
堂中，应做到抬眉亮眼，嘴型竖一点，声音要竖，打哈欠的
感觉，如：用高位置念题目、念歌词等。

金孔雀轻轻跳教学反思篇五

教案出处：上海教育资源库集体备课

1.学唱歌曲《金孔雀轻轻跳》

2.创编《美丽的孔雀》

3.感受2/4拍的韵律，准确地演唱跨小节的同度反复音准。

1.感受2拍子的韵律，初步能用柔美的情绪来演唱歌曲。

2.准确地把握歌曲中跨小节的同度反复音准。

一、导入

（一）谜语



花冠头上戴, 锦袍身上穿, 尾巴似扇形, 展开人人爱.

（二）出示新朋友——孔雀

1.和孔雀交朋友——音乐对对碰

如： x x

53 1 1

要求尾音相同，可以在孔雀的羽毛上找自己喜欢的音，音要
准。

2.学习孔雀舞的基本动作，听音乐自由组合进行表演

说明：

二、玩——傣族小导游

（一）听听傣族的故事

（二）感受傣族的风土人情

有趣的节日，特色的竹楼

（三）玩玩乐器

听音乐用合适的乐器来伴奏，认识象脚鼓

说明：

“小导游”是学生很想争取做的角色，但首先自己要熟悉。
这正是老师需要的，因为学生只有在积极的状态下，才能主
动的学习和运用。同时学做“小导游”的同学必须比别人学
得快！这样学习的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



三、学唱《金孔雀轻轻跳》

（一）听范唱

（二）听听——主题音乐

找找——音乐旋律

唱唱——音乐主题

拼拼——孔雀画面

说明：

“拼图”是学生喜爱的游戏，但这里的拼图学生必须在找到
并唱出旋律的基础上，学生在玩中学，乐中学的过程中熟悉
歌曲的主题。学得轻松，学得愉快。

四、创——最美丽的孔雀

1比声音——谁的声音最优美

2比动作——谁的舞姿最优美

3比合作——谁的表演最优美

说明：

比赛对学生而言是一项很刺激的活动。学生积极性高，主动
性强。在比赛中学生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彼此的潜力，更力
求完美。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做“小小导游”的环节里，既要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也要注意课堂的调空，能让学生收放自如。更
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在音乐课堂的天地里快



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