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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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篇一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语文课堂焕发出
生命的活力，让学生在综合性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提高语文素
养，这是当前语文教学中需要重点探索的一个热点问题。而
我校一年级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班级学生人数少，课堂内
学生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相对增加，为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的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充分利用小班化
教学时空重组的有利因素，让全班学生动起来，充分利用教
学中动态因素间的互动，特别是学生之间的和谐互动，使学
生由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在合作学习中共同达到教学目
标。本文想借《四季歌》一课的教学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四季歌》是小学语文新教材一年级中的一篇课文，要求学
生朗读儿歌做到不加字、不漏字，熟读成诵；通过阅读初步
了解四季的不同特征。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篇二

筱塘小学关建平《茉莉花》是四年级音乐教材上的内容，主
要是让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懂得弘扬民族音乐，
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学
生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所学内容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如果我
们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令学生感兴趣，课堂就显得空洞，
失去了它的光泽。于是我根据他们的特点重新思考了《茉莉
花》这个题材，决定充分挖掘教材的潜力，设计一堂充满美



感、给学生美的享受的音乐活动课。

我上的这堂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学生走进教室一直到走出教室，可以说学生每时每刻都是
在美妙的《茉莉花》音乐声中愉快度过的。为了能做到这一
点，一方面我收集了大量的相关音乐素材，因为如果只是让
学生反复聆听同一首乐曲，哪怕该乐曲再优美，学生的兴趣
也很难保持长久;另一方面，我在启发学生欣赏乐曲的过程中，
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音乐本身，而不是为了音乐之外的其
它东西，介绍音乐之外的有关背景知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鉴赏音乐。

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充实教学内涵。为此，我搜集了很多茉
莉花的音乐，包括不同地区的民歌《茉莉花》、通俗唱法的
《茉莉花》、交响音乐《茉莉花》、民乐演奏《茉莉花》以
及不同演唱形式的《茉莉花》等等。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
我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了巧妙的优化组合。如今的学生求知
欲旺盛，知识面广，探求能力强，他们期待的是信息量大的
教学，如果我们仅仅把教材上那点点有限的内容教给学生，
那学生是既不会满足也不会满意的。

在这节课中，我放手让学生对不同地区、不同演唱形式、不
同演奏形式的《茉莉花》进行对比评价，产生不同的情感体
验，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事实表明，对比欣赏不失为
音乐欣赏教学的一种好的教学形式。学生的语言优美，情感
丰富，对作品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对五年级学生来说，
要真正把握乐曲特点，领会乐曲内涵，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
作品加以对比，因为孤立地分析某一个的艺术特色需要一定
的音乐专业修养，对于一般人，特点往往是对比出来的。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篇三

儿童的思维往往是借助色彩形象来进行的。在教学《四季歌》



一课时，我根据课文内容"春天花儿笑天蝉儿叫，秋天枫叶红，
冬天雪花飘。"制成了相应的四个动画，将春、夏、秋、冬这
四个季节的美景依次展现在学生面前，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激发学习兴趣。朗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通
过多种朗读形式引导学生做到"读中有悟、读时有情、读后能
仿"。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我们的教学活动就是借课文中的"
例子"，提高学生兴趣，开发智力，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因
此，最后我设计了"当当小作家"的环节，让小朋友仿照课文
说句话。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另一方
面也发展了学生的思维。

复习巩固四个游戏的'设计独具匠心，从拼音到字到词再到句，
最后回归课文，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积极、主动地
参与学习活动。课件生动形象，富有童趣，充分展现了课文
的思想意境美、艺术形象美、语言结构美，学生为之动情、
愉快振奋、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不知不觉地获取知识、陶
冶情操。

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深深地感到自己教学中种种的不
足。课堂上的即时评价还不够到位，应变能力也有待加强。
教师的语言要儿童化，具有亲和力、感染力、扇动力。教孩
子学会学习是一种快乐，发现自己教学的不足也是一种快乐。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篇四

前段时间，我执教了江苏民歌《杨柳青》。长久以来，我上
课的风格基本上定位为活泼、童趣的儿童歌曲为主。这次选
择五年级教材《杨柳青》这首江苏民歌进行教学，对自己来
说也是一个挑战和进步的机会。这是一首关于江苏地方特色
的民歌，描写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愉快情景。我是从民
歌的特点和当地方言特点为主线，从扬州民歌《茉莉花》导
入，使学生对扬州产生初步印象，再联系到李白的《送孟浩
然之广陵》，激发学生学习江苏民歌的兴趣。学习用当地方
言学唱民歌，并结合民歌的特点对歌曲进行了分析与处理。



在成功完成歌曲教学后，我把歌曲做了课外的延伸，欣赏其
他变体和填词的《杨柳青》以及古筝独奏，在对扬州充满好
奇的时候，又在音乐声中欣赏扬州的美丽风光。通过此课的
教学，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关注民族
文化，关爱自己的家乡作下铺垫。

对自己设计的.这堂课，我自己觉得优点是：教学结构清晰，
又简入深，层层铺垫，循序渐进，歌曲教学的比较扎实。整
个课堂气氛活跃，教学完整。不足之处：我觉得自己的语速
过快，没有留下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思考，教学状态不够松弛，
有急于把课上完的急切情绪存在，这样不利于学生的放松与
思考。另外，歌曲中的难点，在备课时细节处理的不够仔细，
比如：附点，一字多音，如果把这些难点进行充分的分析，
那么，我相信学生在学完这首歌曲时的收获就更大，以后碰
到类似的问题就会自行处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调整，把第一段导入部分，欣
赏扬州风光的放在了拓展部分，这样子的好处是将课堂的教
学过程作为重点，对于扬州的了解是拓展部分，可根据课堂
学生接受程度不同改变课堂。总之，一堂好的课是要经过不
断的修改与磨合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课，只有相对完
美的课。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每节课都能少点遗憾，
多点收获。

歌曲春晓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教学，完成了预定教学目标，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的积极
性非常高，他们的.学习劲头始终高涨，注意力集中，师生配
合相当默契。在教学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有两点做得较好：

(1)采用游戏为主的教学方法效果较好。由于学生年龄较小，
为了满足他们爱玩好动的心理需求，我在识字教学和音节拼
读的环节中主要采用游戏法的方法，引导学生们积极参与，
课堂气氛活跃轻松，大大激发了孩子识字拼读的热情，让他
们学得愉快而轻松。



(2)朗读的训练较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古人读书经
验的总结。"以读为本"，在课堂上我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
空间，让学生通过跟读、引读、自读、对读、赛读等多种形
式使学生做到文熟字悉，为下一步学习生字，创编儿歌打好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