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晨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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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清晨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学目标定位符合学生实际情况

目标引领课堂，目标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成
败。目标定位过高，学生难以接受，过低，学生学得没意思，
本课教学我制订了以下三个目标：

1、感受、聆听歌曲《清晨》，用轻快、活泼的声音和朝气蓬
勃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

2、感受这首歌曲明快流畅的韵律，能用简单的肢体语言表现
清晨醒来的各种活动，感受人们只争朝夕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体会“清晨醒来”这一刻的宝贵。

3、小组合作选取合适的节奏型用各种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使
“清晨醒来”的音乐（音响）更加丰富。

这样的教学目标既照顾了差生，又让优生有展示的机会，既
面向全体，又注重个体的培养，符合《音乐课程标准》的教
学理念。

二、注重培养学生的聆听习惯

整节课下来，我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听
音乐看教师表演，听音乐做动作，听音乐理解歌词，听音乐



律动等等环节，始终围绕听来开展活动，每一次的听都是有
目的的，这样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艺术的一
切实践都必须依赖于听觉，听，是音乐艺术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音乐艺术的这种特征，这就决定了：第一，在音乐教育
中，发展听觉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音乐教学必须立足于
听，把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培养其对音乐良好的感受能力，
作为音乐教学的首要任务，作为进而学习音乐其他方面技能
的基础。第二，音乐教育必须遵循“以听为中心”的原则，
把全部教学活动牢固建立在听的基础上。因此，既然听是一
切音乐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那么，听觉感知便成了学
习音乐的先决条件。唱歌、演奏乐器、识谱等等均离不开听
觉的主导作用，一切音乐教学都离不开听觉，所以在平时课
堂当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为
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乐器伴奏丰富歌曲色彩

在拓展部分，我给四个小组各一个乐器，分别是手鼓、碰铃、
双响筒、沙锤，还给每组四条节奏，请他们给本组的乐器选
择合适的节奏为歌曲伴奏，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合作能力，
还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在音乐声响起时，学
生们便认真地讨论开了，音乐听了，他们结果也出来了，在
每组反馈之后，各组都找到了适合本组乐器的节奏。于是，
我便安排各组用乐器或者徒手敲打节奏，最后再合奏。在我
的引导下，一场器乐合奏开始了。

清晨教学反思篇二

这首歌是一首台湾校园歌曲，曲风清新。也是一首琅琅上口
又充满着轻松快乐的歌曲，让人一听就觉得耳目一新，越听
越愿意听，越唱越愿意唱。孩子们也是很喜欢唱，每次都会
投入地去演唱。我先让学生聆听这首歌，在聆听时我观察学



生，他们听得很认真，很投入。用听唱法学唱了这首歌。等
唱的差不多了，我采取了一人一句的接唱形式，本以为可能
会有不少的小女孩会比较腼腆，不好意思唱，可让我没想到
的是，女孩子们都挺大方的，争相显示着自己的歌喉，反而
是男孩子们，一个个扭扭捏捏，叫半天才磨磨蹭蹭站起来，
其实唱得也蛮好，看来以后要帮助一下这些平时看起来挺
能“捣蛋”的小家伙们。

歌曲唱熟了，我又开始进一步从歌曲的情绪、意境上挖掘，
引导孩子们用轻松、快乐的声音去演绎歌曲。我发现有几个
平时在各项活动中就表现很好的女孩子乐感很好，随着我的
引导不由自主的就出现了一些随音乐节拍做出的动作。于是，
以此为导线让大家自由发挥，用不同的动作表现不同的乐段
所表现的不同音乐情感。同学们的表现真是棒极了！

清晨教学反思篇三

《清晨》是一首生动的、颇有特点的二部合唱歌曲。歌曲的
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用和谐的声音，有感情地唱好二声部合
唱，我觉得对于刚上四年级的孩子来说唱二声部是有一定困
难的。有的学生音准都很难把握，更别说是二个声部的歌曲
了，我想只要能让他们感受到歌曲的意境，营造一种教学氛
围，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培养他们感受歌曲的能力即可。将知
识技能和学习兴趣相辅相成，将学生群体性和个性化开掘体
现，为学生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

教材中用三种形式记录了主题音乐：线条图形谱、线条字母
谱、简谱。记录乐谱的形式很多，这三种在学校音乐教育中
被广泛动用。专业音乐教育还运用五线谱等等。在欣赏的时
候要结合识谱，这样使学生把握旋律更深入。

结合识谱，学生很快掌握了主题旋律，再通过分析体会晨景
图，结合图片的形象表现，将音乐和实景相结合，学生基本
能很快理解音乐表现的内容。我让学生自己描绘清晨的景象



和感受，和音乐达到精神上的相融，然后在听的过程中想象、
思考，这样学生就可以体会到音乐的魅力。

清晨教学反思篇四

《清晨》这首歌是一首校园歌曲，曲风清新，也是一首琅琅
上口又充满着轻松快乐的歌曲，让人一听就觉得耳目一新，
越听越愿意听，越唱越愿意唱。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曲也就
喜欢上了它，这首歌曲的节奏简单，学生们掌握得很快，不
用我再多教，歌词虽然说有三段，但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
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刚刚学完这首歌曲，学生们都很喜
欢唱，而且每次唱的时候都十分的投入。

但是在歌曲的第二乐段的第二乐句2221|7712|1—和第四乐
句2221|7771|2—这两个乐句的尾音不同，学生们很经常唱错
掉，所以我就将这两个乐句单独拿出来让学生找不同，并且
让学生反复练习，经过这两个环节之后，当学生唱到这两个
地方时都会特别的注意，犯错的同学也变少了，都能将这两
句的不同掌握好了。

等到全班都将歌曲唱的差不多了，我就采取男女生分开来唱，
女生唱一段，男生唱一段，然后再全班合起来唱，全班唱的
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唱得很好，特别是女孩子，十分积极，感
情也都有唱出来。但是分开来唱之后我就发现男生没有女生
积极，可能是五年级的男生比较害羞，都不敢大声唱出来，
我所说的感情处理也都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一直鼓励男生们
要大胆，不要拘束，通过和男生们朋友般的交流之后，他们
放下了心中的“偶像”包袱，瞬间变成“实力派歌手”，男
生们认真唱起来并不比女生差，反而更有韵味，我就跟他们说
“许老师瞬间就成了你们男生的“粉丝”了！”听完之后大
家都乐了，唱起来也更有感情了。

扩展乐器伴奏部分是学生们最喜欢的环节了，因为可以拿着
打击节奏自己为歌曲配伴奏，学生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的，



而且现在都懂得与同学之间合作，拿不同的乐器打不同的节
奏，但是配起来都很和谐，而且使歌曲也更加动听了。现在
我就是有个困惑：在配伴奏这个环节，没法每个人都有乐器，
没拿到乐器的同学要帮有拿乐器的同学伴唱，但是他们往往
都提不起兴趣来唱，可能因为我没能让他们也拿上乐器吧，
那我应该怎么让这些没拿乐器的同学积极的参与到这个环节
当中呢？我想我应该会在课堂上寻找出这个答案吧，我也会
更加努力的，争取让五年级的“大朋友们”继续持有学习音
乐的兴趣。

清晨教学反思篇五

在自学旋律这一环节时，有些学生无法下手。所以我给学生
提出了“学习提纲”，并按照提纲一步步引导学生实践练习，
一节课下来，大部分学生对“提纲”学习法有了清晰的认识，
有的学生说，这样练习难度低但效率高，我想，教师在课堂
上不仅仅是浅层次地教给学生知识，最重要的是还应教给学
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及做人的道理。

本学期，按教委指示，五年级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一节课
内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原来两节课的任务，有很大的难度。比
如：这学期好多首歌曲都是二声部合唱，完成其中一个声部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要让两个声部做到协合统一，需要
足够的时间来练习，来磨合，为了让学生能按计划完成一个
学期的音乐教学任务，以后的二声部歌曲中的'所有二声部内
容在上课的时候取消，只学第一声部。计划在复习阶段选择
其中的1――2首再进行合唱练习。（说明：以后二声部歌曲
在备课的时候我还是以二声部作教学设计的，因为备课必须
是完整的，只是一周一节时间太有限，学生的实践机会少，
所以课堂上二声部教学只能说无能为力难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