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我为学生们设计了节奏练习，有跑有跳有走，趣味无
穷。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四分节奏、八分节奏、四分休止
符的时值长短。在进行这些活动中，学生认识了这些节奏，
认识了节奏的时值，掌握了这些节奏的相关知识。在学生们
掌握了这几条节奏后，我告诉学生当看到某条节奏时你要做
火车开了、钻山洞或过大桥、爬山坡、火车到站的律动。学
生们学得不亦乐乎，节奏的学习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增添了许
多乐趣，也提高了学习效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同学们学好音乐这门学科的通行证，
只有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从内心中真正树立对音乐这门学
科的.热爱，他们才会主动去学，认真去学，教师也会融入到
孩子们愉快的活动中，才会真正得到教学的愉快与乐趣。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篇二

《郊游》为台湾儿歌，旋律平易，亲切，朗朗上口，歌曲描
写了儿童结伴去郊游的情景，要求学生在演唱歌曲，感受音
乐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音乐表现的能力。

本堂课是通过“郊游”的游戏，使学生在反复聆听歌曲之后
对歌曲有很深的印象，然后通过个别乐句的教唱使学生学会
整首歌，继而再用游戏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巩固练习歌曲



的演唱，从而达到学会唱歌曲、在游戏中培养与他人合作的
目的。

上完这节课后，我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郊游》这首歌中的节奏、音准是个难点，根据节奏来朗
读歌词，强调附点与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易于后面的学唱。
学生掌握的不是很好，下次应该要以多种形式来巩固歌曲。

2、课堂语言课堂语言要反复推敲，特别是在环节过度时的语
言更不得马虎。

3、这节课小组创编动作，学生表现得非常积极、热情，但由
于时间的问题，导致有点仓促。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篇三

《郊游》是一首台湾儿歌，旋律平易，亲切，朗朗上口，歌
曲描写了儿童结伴去郊游的情景，要求学生在演唱歌曲，感
受音乐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音乐表现的能力。

我在设置教学情境时，首先让学生欣赏平时去郊游的图片，
通过让他们回想并回答看到了什么，来激发他们的兴趣。接
着通过一系列的音乐活动，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的情绪，边哼
唱边做动作，这些对于生性好动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块
巧克力，诱惑他们为了得到美食而全力付出。

《郊游》这首歌中的第二乐段的节奏、音准是个难点，根据
节奏来朗读歌词，强调附点与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易于后
面的学唱。低年级儿童音准欠佳，顾以模仿老师来学唱，师
一句，生一句。每句学会后再完整地演唱，学生的注意力不
强，所以我以多种演唱形式来巩固歌曲，师生接唱、分组唱、
男女生唱等等。



最后歌曲的情感处理：我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表情；
一种是肢体的表演，使课堂推向高潮。通过一种媒介使学生
表现得非常积极、热情，学生表现得更加兴致勃勃了同时也
让学者从中感受到音乐带给自己的快乐。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篇四

歌曲为台湾儿歌，旋律平易亲切、朗朗上口，为儿童所喜爱。

歌曲描写了儿童结伴去郊游的情景。“白云春风”、“青山
绿水”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我们大家手拉手”“一同去
郊游”，清新明了，首尾点题。

歌曲为非规整结构，第一句与第三句完全相同。音域不宽，
八度。节奏平稳。曲调围绕5音进行，具有继续发展的不稳定
感，尤其是第二句，进行到6，具有小调意味，更加强了乐曲
中部的变化发展态势，但曲调很快回到第一句，稳定的结束
到主音上。第二句中的“飘”和“柔”都是一个字四个音，
音高要唱准确，声音要连贯。

二年级学生相对年龄较小，教师对学生课堂注意力的调控尤
为重要。教学中要有适合低段学生学习的设计，让学生在乐
中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设置使他们感兴趣的活动环节，在
活动中让学生掌握知识，解决重难点。

1、情景教学

本课在教学设计中运用了情景教学，让孩子们通过进行郊游
的音乐活动来学习知识，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对音乐活动加以
拓展。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孩子们在演唱、器乐和表演的
能力上都得到了发展。同时上课的注意力也更为集中，课堂
气氛也非常活跃。

2、按点的设计



本课的按点设计遵从循序渐进原则，由易到难进行设计，先
通过选项引导学生选择出歌曲相同乐段的位置，之后再通过
这一特点，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认识歌曲的结构，对“再
现三段体”结构有更加直观的理解。

1、多给学生一些锻炼的机会

本课的教学设计偏重于让学生在音乐活动中学习，孩子们在
课上的表现非常积极踊跃，小组活动中都能够积极地去参与
讨论。但在课上让学生练习和表现的时间有些不足，有的小
组积极讨论的结果没有通过实践去体验。没有能在大家面前
展示自己的能力。因为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多给学生一些练
习和表现自我的机会。在音乐课堂上，锻炼学生演唱的自信
是最重要的。

2、新旧知识的综合运用

本课的教学中涉及到了新的知识点“再现三段体结构”，学
生虽通过互动反馈技术，直观的选择出了本首歌曲的结构，
但这只是在理论中的认识。而在过去的教学中，“再现三段
体结构”的歌曲也出现过。在此，应当通过对原来所熟悉歌
曲的复习，再次强调“再现三段体结构”在其他歌曲中的体
现。

（一）情景的设计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相对较短，所
以在教学设计中，应尽量多安排一些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
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本节课在郊游的情境中还加入
了“文明小游客”的竞赛活动，更加激发了孩子们的竞争精
神，致使课堂表现非常活跃。因而对于低段学生的教学，情
景教学法是有益于学生学习，并能提高课堂的效率的。只是
在应用是要更多的强调情景设计的连贯性，和与课堂知识的`
关联性。



（二）学生表演的积极性

在本课的教学中，安排了一些器乐和表演的综合活动。主要
是意在锻炼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力。在练习中，学生表现的
都非常积极，参与讨论的情绪也都非常高涨。特意安排的小
组竞赛的评价方式，更加激励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在
最后的汇报表演中，学生都能够自信的展现出自己。需要反
思的问题是，在课上要给学生多少练习的时间。我认为，一
些平日课上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在课上也应该给学生多一
些时间去对新接触的歌曲有一些把握，并给够时间让每一个
学生登上舞台展示自己。所以在以后的课上，时间的分配需
要更加注重。

歌曲郊游教学反思篇五

3-4岁的幼儿已经具备感受音乐的能力，他们能够根据音乐的
性质说出对音乐的感觉，但节奏能力还较差。《郊游》是一
首节奏清晰，旋律优美的四二拍曲子，适合打击乐演奏，乐
曲风格欢快和抒情对比明显，利于挑战简单配器的演奏，提
高幼儿的打击水平。为此，我们设计这一教学活动，意在通
过引导幼儿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发展幼儿的节奏感。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音乐，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2、在熟悉乐曲节奏的.基础上尝试乐器演奏。

3、体验参加音乐活动的乐趣。

尝试跟随音乐进行打击乐演奏。

打击乐演奏的连贯性和合拍演奏。



鸭妈妈胸饰一个、鸭宝宝胸饰与彩巾(数量与幼儿人数相等)，
彩巾、铃鼓、响板。

一、激发兴趣，导入课题

师：春天到了，“鸭妈妈”和“鸭宝宝”们要带着漂亮的彩
巾去郊游，孩子们跟着妈妈出发吧!(教师扮演鸭妈妈、幼儿
扮演鸭宝宝)

二、通过律动、感受乐曲

1、幼儿随音乐节拍模仿鸭子走路

2、用彩巾感受音乐

师：“刚才，小彩巾告诉我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他也想参
加我们的活动，就让我们带着他一起去感受音乐吧!”

三、为乐曲伴奏。

1、用铃鼓伴奏

(1)、出示铃鼓

(2)、幼儿与教师演奏乐曲

2、用响板和领鼓进行演奏。

(1)、教师与幼儿进行分组合奏

教师用响板，幼儿用铃鼓。

(2)、幼儿看指挥进行分组合奏

幼儿分成两组，一组用响板，一组用铃鼓



交换乐器为宝宝班的小朋友演奏乐曲《郊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