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梦教案反思 音乐教学反
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梦教案反思篇一

1、通过学唱歌曲《长城放鸽》，学生能用抒情、豪迈的情绪
和优美的声音来演唱歌曲，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2、能够依据《长城放鸽》的节奏、旋律特点，理解歌曲的情
绪，并用热情、欢快、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3、充分运用多听多唱的方法强化学生的音准概念。

4、培养学生从小养热爱祖国的良好品质。

开始第一乐句运用了合唱的形式，来模仿鸽子发出的声音。
因此，学唱这一句时，先让同学们观看了一段放飞哨鸽的视
频，让学生直观感受哨鸽的声音，从而体会这一句选择合唱
方式的原因。这首歌中切分节奏较多，而且还是弱起的切分
节奏，比较难。在学唱前，我先带领学生拍击了这一节奏，
然后再歌曲中找出这一节奏，这样既熟悉了歌曲，有熟悉了
节奏。歌曲中的弱起节奏较难把握，我让同学们用拍手的方
式代替休止符，从而感受弱起节奏的感觉。

总的来说这堂课教学目标完成，但是在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上
还有待增加。在课的后半段有些同学开始走神，因此还需丰
富些教学方法，从而保持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音乐梦教案反思篇二

通过实践活动，现在我就从优势和不足这两方面来谈一谈。

本次活动目标是幼儿能够合着音乐的节拍创编各种搓元宵的
动作以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在前反思中我就是想期望通过
活动让幼儿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音乐的伴奏下创编撮元
宵动作，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增加参与活动的自信心。现
在看来幼儿还是能够比较大胆地在音乐伴奏下创编各种动作，
这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因为上一个活动我们进
行了实践活动《搓元宵》，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丰富的搓元
宵动作，才会真情地流露出“揉，揉，揉成团。 搓，搓，搓
元宵”等等语言。当然，在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如何
与节奏相符的困惑。当幼儿说出某个动作后我就及时地配上
语言节奏，借助揉糯米粉、搓元宵等动作，感受并表现音乐
的强弱、快慢。帮助幼儿理解动作与节奏的关系。

材料：为了能够引发孩子的搓元宵经验，使活动的过程更加
富有生活性、情景性。我和幼儿共同收集了许多的搓元宵活
动的图片等，引导幼儿说出搓元宵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可以
增强情境性，另一方面达到调控的作用。

方法：在这个主题背景下的音乐活动中，我努力将孩子们推
向前台，采用让孩子教孩子的方法来丰富自己的舞蹈语汇。
我自始自终在观察孩子动作的基础上对孩子的动作用语言、
节奏、肢体来扩大与提升。同时，为了防止动作的枯燥，我
抓住孩子的瞬间引领他们两两搓，不同方位的搓。并在语言
节奏的支配下尽可能地使孩子的动作与音乐相稳合。在以往
的舞蹈教学中，印入我脑海的目标是通过多种方法让孩子学
会舞蹈。而如今通过对二期课改精神的学习与实践，我懂得
了会学远比学会来得重要。因此，在活动中不注重技能的掌
握，而是让幼儿自由探索习得的经验。

我能扑捉孩子的瞬间，引领孩子进行两两合作、互相搓。满



足了他们的愿望。音乐结束时小朋友集 体做汤圆的造型，把
活动推向了高潮，整个活动氛围很好，孩子们情绪高涨。

整个活动中我有些着急，体现在当幼儿还沉浸在自主搓元宵
的快乐时我应该顺应孩子的需要，再让他们体验一次。

音乐梦教案反思篇三

《花儿朵朵》是一首由欣赏曲《快乐的啰嗦》主题词而来的
一首歌曲，歌中将儿童比做盛开的花朵，表现出儿童活泼，
健康，向上的形象，《花儿朵朵》教学反思。本课我设定的
教学目标是能够用活泼，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花儿朵朵》能
跟老师模唱旋律，提高一定的音乐感知力，为了完成我的教
学目标，我重点关注了几个环节：

1，导入环节

这是一首彝族民歌，学生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比较陌
生，在课的导入环节，我用

多媒体展示了彝族的风土人情和他们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
由此引出彝族人民非常喜爱唱歌弹琴，出示打击乐响板和串
铃，教师示范演奏，学生模仿，演奏熟练以后，在老师的带
领下边念歌词边进行演奏，教学反思《《花儿朵朵》教学反
思》。

2，学唱歌词环节

这是一首简单易学的歌曲，在学唱歌曲环节，我采用了整体
听唱法学习歌曲，要求学生用la随琴哼唱，在逐步过渡到唱
歌词，期间我还采用了师生接口唱，生生接龙等形式进行反
复练唱。

3创编环节



在老师带领学生熟悉歌词以后，引导学生自己填词，在进行
演唱，在唱好歌曲的基础上加入教材中的呼喊声，在将呼喊
声教给学生，在进行分组表演，一组演唱歌词，一组加入呼
喊声。

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了一些不足之处,学生在填词环节表现
的不是很好，歌词创编的比较随意，没有注重格式，加入呼
喊声环节没有表现好，有些乱，可能是我没有很好的引导他
们，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音乐梦教案反思篇四

我认为音乐教学中学生普遍存在识谱问题和喊唱问题。

在音乐课堂上学生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唱歌、律动、游戏，一
旦让他们识谱，顿感无趣，课堂气氛也会出现冷场。学生普
遍喜欢唱歌词，不喜欢唱歌谱，有的学生模唱歌曲，尤其是
直接模唱歌词、旋律的能力相当强，但是让其唱谱却感到吃
力。

教学时我认为应该提高学生识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若能对歌谱感生兴趣、喜爱唱谱，那学习歌谱就不会被
动。因此我采用游戏法，帮助学生识别音符的唱名和时值。

在音乐教学中首先要有正确的音乐教学目标并且表述应明确、
具体和简洁，主要涵盖本课时学习的具体内容、方法、过程
及要达到的程度和水平。教学目标由单向变成多维是音乐新
课程同传统音乐课程在目标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以往，音
乐教学目标重点关注的是知识与技能方面，例如，“学习sol，
mi两音，能够唱准它们的音高。用sol，mi两音及四分、八分
音符和四分休止符创造简单的旋律”，“指导学生准确和谐
地唱好这首歌曲。通过欣赏及讲解使学生掌握大合唱的有关
知识，了解作曲家冼星海的生平”，等等。上述目标缺乏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过程与方法”维度不清晰，



主要突出了 “知识与技能”维度。正确的目标确立方式应该
是三个维度的表述。

在音乐教学中，经常听到学生唱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用喉咙
“喊”出来的。这种歌声听似热情高涨、情绪激动，具有
“响亮”的效果，但歌唱的持久性差，不柔和，苍白，歌声
缺少美感。在教学中应向学生讲明大声喊唱是不好的歌唱习
惯。然后有选择地对学生进行声音训练，注重闭口音的发声
训练，用“lu”字哼唱，创编一些简短的曲调，学生易接受又
爱唱，声音也易得到统一。在歌唱中对同学们加强集体观念
教育，讲清全班就是一个整体，如一个合唱队，要求整齐统
一。如果为突出个人而大声喊唱，就会破坏全班歌声的统一
和谐，让学生注意自己的声音融于集体的歌声之中。

音乐梦教案反思篇五

1、应多设计一些让学生活动的音乐项目。如能够加入“群众
身势练习”，用拍手跺脚来更好的感受八分和十六分节奏。
这样学生的用心性会更高的。

2、小组合作学习分工要更明确，让每一组只完成一项资料，
这样学生的合作会更有效率。

3、教具的制作不够完美，比较粗糙，还可做得更好，比如能
够做一个大门，欢迎小鸡等。

这节课是我的一个创新尝试，虽然不完美，但是在创新教学
上我还是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地推
陈出新，让自我的思维火花点燃所有孩子的创造力！

1、教学环节缺乏一些创新的设计

2、教师过于强调自身的教，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