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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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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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小天鹅舞曲教学反思篇一

新课标对文言文教学提出了如下要求：“要重视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学生增
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增
加学生的传统文化积淀有很大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
之下，如何有效地开展文言文教学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文言文教学，我曾经以教师讲解为主，不重视学生诵读，
因为文言文有讲头，其中的实词、虚词、句式、情感、理趣
等等，都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来。这种教学方法并不是不
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还很爱听老师“侃”，但这种做法却
不能使学生真正喜欢文言文本身，他们喜欢的只是其中的所
谓文化。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在教学中感到了一种“舍本逐
末”的尴尬。

于是我参照新课标精神尝试改变文言文教学思路，从由教师
讲解变成让学生诵读，从重视翻译到重视感悟。我把自己的
思考设计为“文言文四步诵读法”：一读，读准字音，二读，
读懂句意，三读，读出情感，四读，品味评价。《兰亭集序》
的教学，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

《兰亭集序》是一篇文言散文。文章写景语言简洁，议论语



言深刻。作者借助富于韵味的文言语言，极富魅力地表达了
当时人们的生存体验。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读书，每一遍诵读都有目的，
每一遍诵读都有任务。通过诵读，使学生身临历史的情境，
直入文本深处，切身体验“此景此情”，与作者进行面对面
地沟通与交流，产生心灵之间的感染与共鸣，从而在更深的
层次上感悟文本、感悟人生。

可以说，诵读是学习文言文的一把钥匙，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把不可替代的钥匙。学生在诵读中就能够有所感知，就能
够增加积累，就能够形成语感。当然，这节课还有很多缺憾，
而我感到最大的缺憾，就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展开更充分的
诵读活动。

在以后的文言文教学中，应该还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最终的
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文言文。

欣赏小天鹅舞曲教学反思篇二

中小学新课标要求音乐课要在培养学生兴趣的同时还要重视
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青春舞曲》是一首维吾尔族
音乐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
具有多元文化的鲜明特点。所以在这节课中重点以歌唱教学
为主，主要通过三个环节来完成。

第一环节导入部分，教师通过猜谜语、听儿歌、说***特点为
学习歌曲做好铺垫，来激发学生兴趣。

第二环节歌曲的学习，通过学生自主参与和教师合作学习歌
曲，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收获自学歌曲的成就感。
在讲解歌曲歌词时让学生品味歌词，体会音乐在生活中无穷
魅力，“懂得青春一去不复返，珍惜青春时光，并为理想而
奋斗”，从而得到情感升华。



第三环节是拓展也是这节课的一个亮点，特别是让学生充分
感受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型放手让学生结合肢体语言，如拍
打桌面使学生的天性得到“解放”，气氛活跃起来，而且
和***歌曲的气氛也很相符。在愉快中的气氛中解决本节课难
点很快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解决难点后体验“歌舞之乡”让学生载歌载舞来一次大联
欢，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和表现力，为学生终身学习奠
定基础。欠缺的是，个别学生的节奏表现不够准确大方，这
需要我们在今后的音乐课上继续加强节奏训练。

本节课教学效果很好，整堂课学生的兴趣很高，学生的自主
性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我的语言不够有感染力，今
后应在此方面多下功夫，争取能用简洁生动的充满激情的语
言来吸引学生。

《青春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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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小天鹅舞曲教学反思篇三

3月20日下午，按区继教中心的安排，我在所带教学班，上了
《沁园春·雪》这节课。为了上这节课，我虽然作了比较充
分的准备，但为了保证这节课的"原生态"，我既没有在本班
提前预演，也没有在平行班级进行试讲。这一节课上下来，
我认为整个教学过程基本是按课前的教学设计在推进，也基
本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教学设计往往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设
计，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反思这节课，我认为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1、学生的调动不尽人意。

因为是下午最后一节课录课，考虑到学生的精神状态可能不
会太好，因此，我特意在上课之前，换上平时不爱穿的本装，
一走进教室，就听到学生的一阵惊呼，加之平时与学生的关
系比较融洽，我以为学生会因此而亢奋，在教学过程中会有
积极的表现。但事实上，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并不尽人意。
我想除了因为学生没有见过这种架式有些胆怯外，可能还另
外的原因：一是问题的设计，二是学生的活动设计。在设计
问题时，我注意到尽可能只设计一些对学生体悟诗词感情的
问题，而且尽可能使问题指向明确，但在实践中，有些学生
的回答却与我的问题相去甚远，我想这也许是高估了学生的
理解领悟能力所致。在学生的活动设计上，设计得不够丰富，
导致学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思考或回答问题，使课堂气氛显
得有点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够高。

2、学生诵读指导不够细致和充分。

在教学设计中，我是计划通过关键字的品读，让学生领悟诗
歌的感情，进而指导诵读，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未能将二
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在品读上阕"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的滔滔"中的"惟"和"顿"字时，品读了作用情感，



但没有即时指出该如何读。在品读下阕"惜秦皇汉武，略输文
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射大雕"几句中的"略"、"稍"、"只"几个字的作用和蕴含的感
情时，也没有及时指出应该如何处理朗读时的重音与语速等
问题，使朗读指导的效果大打折扣。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改进：

1、进一步缩减教学内容，重点放在朗读上，并将朗读与关键
词的品味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问题设计上少提一些问题，
也没有必要引导学生从上阕说到下阕，而是将上下阕的品读
任务分配给各小组，由他们先品再读，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必
要的引导的指导，我想这样的话，品和读会结合得更好，既
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又能提高课堂的效率，效果可能更好。

2、让学生充分地活动起来。可以先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先读先
品，让学生先在小组内进行品和读的实践，谈朗读处理，这
样学生的参与度会提高，学生由于有了说的实践，课堂发言
可能也会积极和精准一些。

欣赏小天鹅舞曲教学反思篇四

音乐教学是引导学生审美感知和审美发现的过程，在学唱
《青春舞曲》时，我紧紧抓住音乐的本身特点，围绕一系列
审美活动----感受《青春舞曲》、歌唱《青春舞曲》、表现
《青春舞曲》，引导学生在听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并表现
音乐，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学习《青春舞曲》的时候，完全是由学生随旋律独立完成
的，几乎没有老师的一句教唱。学生唱的积极主动，教师教
的愉快轻松，真正体验到“解放”的感受。《青春舞曲》这
首歌曲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首先是因为歌曲贴近学生的生
活，表达学生的心声，蕴含着美好的寓意。这种立意与情境
之美对学生有着深刻的感染力。同时，歌曲“动听”“耐



唱”，曲调优美，具有动人、感人的艺术魅力，使学生听了
还想听，唱了还想唱。百听不厌，百唱不烦。这种曲调和音
韵的美磁般的吸引着学生，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润物细
无声”的审美功效。

我还注重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活动的主角而不
只是观众，教师是策划人和欣赏者而不是裁判员或评委，把
音乐学习的主动权给学生，让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接受学习为探索学习，使学生热爱音乐，使音乐课成为发
自学生内心的需求。

欣赏小天鹅舞曲教学反思篇五

音乐教学是引导学生审美感知和审美发现的过程，在《青春
舞曲》这一课中，我紧紧抓住音乐的本身特点，围绕一系列
审美活动----感受《青春舞曲》、歌唱《青春舞曲》、表现
《青春舞曲》，引导学生在听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并表现
音乐，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感受有：

1、在审美中发展内心听觉。新课程标准提出：音乐是听觉的
艺术，在感受《青春舞曲》之前，我先用多媒体来展示新疆
的美丽画面，让学生更多的从视觉上去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
然后我通过引导和启发，让学生在一次次的听赏中感受到音
乐的内涵，感受到歌曲的风格特点。

2、在审美中学唱歌曲。音乐教学应给学生完整的音乐形象，
在学唱歌曲的教学环节中，我通过让学生欣赏不同的唱法，
感受分析歌曲的风格和情绪，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学习歌曲。

3、在创编中丰富情感体验。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在
创编教学环节中，我引导学生在体验歌曲的情绪意境中，运
用多种形式积极创编表演，从而使学生在表演中进一步丰富
情感体验，提高对音乐的表现力。



本课的不足之处：

1、本课涉猎的内容有点多，是我备课的时侯设计的，为避免
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我在课堂上特别注意了这点，但感
觉做的还不够，有待加强。

2、因为是使用外校学生上课，在师生配合默契度上差了一点，
课堂气氛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沸点。

3学生的演唱基础差，在唱歌环节也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效果。

4课件的制作应该再丰富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