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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反思 小班许多小鱼游来了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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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打花巴掌教学反思音乐篇一

新课标积极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思考"，以
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通过篮球
的分配问题的问题，让有关系列问题动态生成，通过学生的
猜测、观察、思考、交流的方式来经历数学，获得感性经验，
进而理解所学知识，完成知识创造过程，并以积极的方式影
响学生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为学生多彩的思维、创设良好的
平台，由于学生的.经历不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促使他
们解决问题的策略的多样化，使生生、师生评价在价值观上
都得到了发展。通过对比性的练习，学生能抓住按比例分配
的题目的主要特征，注意和分数乘法应用题的区别，把新知
识纳入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有利于知识的建构。

在练习中，把一条线段按1：5分成两部分孩子还是没有大困
难的，但在把一个三角形按1：3分成两个小三角形时效率明
显打折了，但通过小组交流讨论，集思广益，还是很快得出
了方法。

生活问题、数学问题，本来就是相通的。



打花巴掌教学反思音乐篇二

《桃花心木》是一篇说理性很强的课文，借种树喻育人。写
了一位种树人让"树木自己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的育苗方法
和道理，说明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生活的考验，克服依赖
性，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本课的教学我主要引导学生抓住两条线索，一条是作者认识
变化的线索：奇怪——越来越奇怪——更奇怪忍不住——非
常感动。另一条是种树人种树的方法：不确定——不定时，
不定量，补树苗。这样引领学生随着作者去感知给桃花心木
浇水的方法，聆听浇水的道理.展开类比推理，感悟育人的道
理。并让学生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深对育人道理的认识。
整节课我觉得有几处比较满意：

一、在教学中我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中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多层次地触摸语言、揣摩语言，让学生
真正用"心"去体会，去思考、去咀嚼语言文字中蕴涵着的思
想感情以及深刻道理。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独特感受。
如学生对种树人怎样种桃花心木，和明白浇水的道理部分的
解读与理解，我是通过小组自学完成的，让学生通过自主探
究与文本对话，从而突破了重点和难点。

二、尊重学生的学习经验，在学生的理解出现障碍或偏差的
时候，我及时的给予帮助和引导，体现了老师在教学中的主
导作用。如当学生汇报种树人的一段话时，对育人的道理并
未完全读懂，我恰当地设置了提问环节：你有什么不理解?并
让学生联系前生活实际想象"不确定的生活"的意思，经过这
一点拨，学生茅塞顿开，对课文重点、难点的理解也水到渠
成了。

打花巴掌教学反思音乐篇三

《打花巴掌》是一首说唱风格的北京儿歌。歌曲为四二拍，



一段体，五声商调式。旋律欢快、流畅，有着浓郁的河北民
歌的音调。打花巴掌是北京地区的一种传统的儿童游戏，两
人一组，边拍手边按季节数着花的名字，念说着压韵的顺口
溜，这些鼓励孩子们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的新词，赋予
了打花巴掌新的生命，成为孩子们喜欢的歌曲游戏。

教学一开始，我就和学生们一起回忆童年记忆中记忆犹新的
拍手游戏。学生们从综合训练中已经接触了这一游戏，所以
从一拍到十，一边拍一边数，不是难题，而且和打花巴掌游
戏很像。学生的兴趣自然很高，也为后面的创编歌词做了铺
垫。

然后再歌曲的学唱中我让学生通过模仿每一种花的动作，这
里主要是解决“江西腊那个野菊花”的音高音准，学生通过
动作模仿表演，很快就掌握了演唱部分的旋律。

本节课最大的亮点是学生对体态律动的创造及歌词的创编。
尤其是体态律动，自始至终都体现于教学、作用于教学中。
课堂上所有的体态律动，有模仿教师的，有学生临时创编的，
律动的过程也是训练提高的过程，也是学生合作发展的过程，
更是发挥音乐想象创造的过程。

教学结束后，学生仍意犹未尽地创编着儿歌、拍击花样层出
的动作，久久不愿离开教室。

当然，我更深知，教学环节永远没有完美的设计。比如在设
计这节课时我也对一些环节的设计犹豫过。比如“押韵”这
一知识介绍不？放在哪个环节？歌曲名称是课前出示？还是
结尾时由孩子们自己发现总结？所以会有其他教师提出一些
疑问、建议。对此我会虚心求教，并经过深思后，在加以改
正。



打花巴掌教学反思音乐篇四

第九周已经落下了帷幕，本周只进行了一节直播课《打花巴
掌》，这是一首有北京地方风韵的一首歌谣形式的歌曲，风
趣而有韵味。

歌曲的第一乐句，是节奏的念唱形式，就像儿童念的儿歌一
样。又是节奏，我总给孩子们说，歌曲学习的第一步，一定
要把歌曲的节奏打下来。同样，这首歌曲我的进入点还是歌
曲的节奏。我首先把第一乐句分成两个部分，前两小节一部
分，后两小节一部分。前两小节中出现了连续的四个十六分
音符，作为对上节课知识点的回顾，我先问学生这样的节奏
有什么样的特点？从直观和知识层面来说，学生都很容易回
答出来，那就是密集或者速度快。我又问，这四个音符的长
短是不是一样的呢？强化十六分音符节奏的特点：节奏密集、
速度快、四个音符时值平均、一样长。后半部分出现了附点
节奏，我引导学生说出附点节奏的有关知识点：见到附点唱
长一点，附点音符后面的音符唱得非常短而且要与后面的音
符链接紧密。

接下来，我又让学生看第二乐句的节奏，让学生说说发现了
什么。细心的孩子可以发现，第二乐句的节奏是由一个相同
的节奏型重复而来的，而且这个节奏型和第一乐句后半部分
的节奏型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乐句我让学生自己去打出节奏，
对知识进行巩固。第三、第四乐句没有什么难点，学生跟着
我打两遍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节奏打下来，就可以让学生试
着自己按节奏读歌词了。

节奏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按照节奏把谱子上的音高唱出来
了。我从第二乐句带着学生跟琴逐句唱歌谱，解决音准问题。
其中，我更注重了让学生去听，只有认真听，才能唱得更准
确。音准问题解决后，让学生自己把歌词填入跟琴演唱第一
段，可以说一首歌曲就这样学会了。



由于网络直播的缘故，不能带领学生做更多的活动去体验歌
曲，也不能很好的对学生的演唱情绪进行指导，在以后的直
播中要想办法从这两方面处理，让学生轻松地学习音乐中枯
燥的知识点。

音乐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靠不断地
巩固和反复的练习来熟练掌握的，音乐的学习从来就没有捷
径，希望孩子们能跟着我的计划和要求学习，等到毕业的时
候达到基本的音乐自学能力。

打花巴掌教学反思音乐篇五

歌曲《打花巴掌》是一首说唱风格的北京儿歌。旋律欢快、
流畅，有着浓郁的河北民歌特色的音调。打花巴掌是北京地
区的一种传统的儿童游戏，两人一组，边拍手边按季节数着
花名，念说着合辙押韵的顺口溜，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歌游
戏。

依照教学目标，在学唱会歌曲后，让孩子们一边演唱自己创
编的歌词，一边按照节奏拍手，之后同位相对击掌，并一边
拍击一边演唱歌曲。接着再跟琴模唱歌曲旋律。为了让孩子
们能够较快地模唱整首歌曲的旋律，我首先范唱曲调，并在
范唱时突出“132”的声调，然后让孩子们说出每一个乐句的
共同点，接着用师生接唱的形式，即：我唱主旋律，让孩子
们只唱“132”，随后交换演唱，经过几次练习后，大部分孩
子已经能够演唱整首歌曲的旋律了。

另外，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音乐的.兴趣和热情，我利用教室
墙壁上刚刚写上去的名言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熏陶”：有歌
声才有快乐，有音乐才有梦想！激励他们放声歌唱，放飞梦
想。紧接着我又用教室墙壁上刚刚画上去的音符，引导他们
复习巩固了三种节奏型：×、×、×-和“1、3、2”在五线
谱上的位置。整堂课充满了歌声，充满了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