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优
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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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篇一

我个人很喜欢这首诗歌，虽然本诗载道的意味很浓，但诗中
运用了丰富而鲜见的意象，新奇、准确；语言铿锵有力，流
畅而奔放；既有女性诗人特有的深情细腻，又具有女性诗人
少有的大气磅礴，读完之后一股豪气、爱国之气在心中激荡
难平。

感谢新课改能将这位文革后新生代诗人的代表诗作吸纳进语
文课本。但是怎样在语文课上教好这首诗，怎么通过一两个
主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悟读这首诗，怎样让学
生有层次地朗读诗歌，从而读出诗的美感，读出自己的独特
感悟，读出对诗歌的喜爱，成了我近日脑中不停思索又找不
到突破口的问题。

我先明确了备课的总体思路，即先确定教学内容，再琢磨授
课技巧。

我分四步实施：第一步，读透诗歌，先把从网上和教参上把
能找到的关于舒婷及本诗的介绍、赏析及解读文章看一遍，
在心中先打上厚实的底。

第二步，研读诗歌，筛选出诗的美点。我打算引领学生探究
的美点有：情感美、意象美、结构美、音韵美。



第三步，设计两个主问题引导学生读出这四个美点。我觉得
情感美学生是最容易分析出的`，而本诗是通过一个个意象来
为情感的表达铺路架桥的，所以意象美也很容易分析得出，
其次是结构美和音韵美，这两点有共同点，都是着眼于语言，
都是抓住每节诗的固定句式分析，这两个固定句式分别是每
个诗节开头的“我是（你）……”和结尾处的“——祖国
啊”。我的第一个主问题是“每节诗末的“祖国啊”在朗读
的处理上是否一样？为什么”，由这个问题领着学生分析出
四个诗节诗人情感的变化，从而理出情感脉络，体会情感美
的两个方面，一是情感由低回叹息到激昂热烈的变化美；二
是对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赤诚美。在分析情感的过程
中，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意象的新颖、准确。我的第二个主问
题是“本诗的抒情主题是“我”，抒情客体是祖国，诗中用
一个反复出现的句式将两者紧密结合了起来，请问是什么句
式”，学生立刻就找出了“我是（你）……”的句式，我让
学生读这些句子，试着用“从这个句式中我读了——”来说
一句话，可以从内容、情感、修辞、结构、音韵等方面来说。
经过这个环节，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诗人与祖国血肉相连
的关系，感受到了诗人对祖国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加深了
对情感美的理解。而且他们能够说出这个句式使诗歌的结构
单一中体现着变化，简约中蕴含着丰富；使诗歌的音韵朗朗
上口，回环跌宕。从而感悟到了诗歌的结构美和音韵美。

第四步，进行微观的构想，如课堂时间不够和多余两种情况
下作何种调整，如个别意象上学生可能会出现的误读，如朗
读中应重点指导的诗节，如各层次朗诵的时机与要求，如朗
读配乐的选择等等。

备课至此，整堂课的脉络已经了然于胸。我知道，心里打了
这样的底色，我的课堂可以信由学生发挥，灵动而个性地生
成；我的课堂可以放得开又收得拢，在宏观和微观世界畅游。
当然，课堂设计肯定有欠缺，课堂生成肯定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但这，也将是我永远追求不尽的前路。



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篇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朦胧诗，也是一首深情的`
爱国诗歌。诗人舒婷将个体的我熔铸在祖国的大形象中，表
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全诗四节，共有四个意
象群，涌动着摆脱贫困、挣脱束缚、走向新生的激情。诗歌
先抑后扬，呈现出一种由舒缓到急促、由低沉到高亢的语言
节奏，读来使人荡气回肠。为此，在教读本文的时候，我尝
试使用了以预教（任务）驱动课的教学模式为主，其他四种
教学模式为辅的教学设计。并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注重朗读。学生用心去读，反复去读，用心去感受。教
师有效地范读引导，方法点拨。不仅让学生读出语气语调，
读出感情，而且读时要揣摩诗句意思，体会诗的内在旋律，
进入情境。

二、充分激发学生的联想想象思维，领会诗人移注在形象上
的主观情感，体会舒婷的诗在委婉曲折中表达心声的特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然后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引
导学生探究这首诗中抒情主人公“我”的具体内涵，从而理
解这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理解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
责任感。

三、这节课最大的成功就是学生真正走进文本，在读、在品、
在悟、在提高。不仅把握了朗读的技巧，提高了朗读水平和
能力，而且大部分学生都能当堂成诵。

四、课后作业有效进行了拓展，学生的续写和仿写更是出乎
意料的成功。真可谓综合训练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真正的感受到：教师的示范引导对学
生学习的重要性，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入情入境的学
习，才会收获多多，才会真正的高效。我感到，在这堂课中，
教师真正是学生的合作伙伴，教师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入的



知识的殿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点拨学习的方法，不再
是高高在上的知识传授者。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解决疑难，自悟反思，领悟方法，
融会贯通，学以致用。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课堂是民主的，
和谐的。教师是学生合作学习中的首席。但缺点不足也是在
所难免，由于太注重读的指导，致使课堂计划的意象指导及
仿写训练没能更充分的落实，课堂调控能力还需加强。

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篇三

1、注意陶冶爱国情感和培养审美情趣，将“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正确导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润物
细无声“，避免了空洞得说教。

2、教学应重视教与学的双边性，鼓励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
之间对话、是与生对话，真正实现师生的互动。惟其如此，
师生思想互相砥砺，方能擦出智慧的火花。

3、“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教学本诗应引导学生反复诵读，真正实现语
文课阅读本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采取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来解读本
文。自主实现“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学生是学习和发
展的主体"。

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篇四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朦胧诗，也是一首深情的
爱国诗歌。诗人舒婷将个体的我熔铸在祖国的大形象中，表
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全诗四节，共有四个意
象群，涌动着摆脱贫困、挣脱束缚、走向新生的激情。诗歌
先抑后扬，呈现出一种由舒缓到急促、由低沉到高亢的语言
节奏，读来使人荡气回肠。怎样教学这首诗歌？根据这首诗
的特点，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朗诵上。因为朗读，不仅是感



悟课文内容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重要
特征。重视朗读，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发个性张
扬，享受阅读教学的无限乐趣，使“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
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得到不断积淀与升华，从而使语文
学习变得生气勃勃和灵性跳动。因此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在
读中品，品后读，读品结合。教学设计上注意了以下几点：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我努力创设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用
心去读，反复去读，用心去感受。以读带品、以读促品是本
课的所采用的重要的学习方法。通过教师范读、学生跟读、
个人读、自由读、集体读等不同方式的朗读，促使学生抓住
诗中形象，理解诗歌感情，领悟诗歌内涵。比如开头教师诵
读让学生初步进入诗歌的情感世界中,然后让学生与文本亲密
的接触是为了让学生感知文本和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情感,然后
再通过朗读想象画面,让学生在仔细玩味诗歌语言的同时感知
诗歌中的`意象和情感，在分析的过程中灵活让学生个独,齐
读,分句读等,并且落实诵读技巧,推动学生理解文本。

体会情感美的两个方面：

一是情感由深沉悲痛到激昂热烈的变化美；

二是对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赤诚美。所以在分析情感
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的就体会到了意象的新颖与准确。

领会诗人移注在形象上的主观情感，体会舒婷的诗在委婉曲
折中表达心声的特点。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然后交
流，教师适时点拨。引导学生探究这首诗中抒情主人
公“我”的具体内涵，从而理解这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理
解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

整堂课我设计为聆听诗意、品读诗意、感受诗意、延展诗意
四个环节，各环节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联系紧密。但是，
在教学活动中，我始终觉得在以下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1、环节设计过多，各个环节的衍接过渡上显得有些粗糙，过
渡不够自然。由于各环节过于紧凑，有些环节流于肤浅，由
于太注重读的指导，致使课堂计划的意象指导没能更充分的
落实，课堂调控能力还需加强。

2、学生自己站起来展示的勇气不够，缺少那种争先恐后、跃
跃欲试的感觉。当然这也说明我个人的调动力度和对学生激
励力度还没要达到我预想的效果，缺少形式多样调动。

总而言之，我这堂课的整体设计是想以读促教，以读促学，
但效果与预想还稍有差距，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这也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诗歌教学的难度，我将会在诗歌的
教学上继续摸索、探究，寻求更有效的方法，以提高我诗歌
教学的质量。

音乐课祖国祖国多美丽教学反思篇五

1、注意陶冶爱国情感和培养审美情趣，将“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正确导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润物
细无声“，避免了空洞得说教。

2、教学应重视教与学的双边性，鼓励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
之间对话、是与生对话，真正实现师生的互动。惟其如此，
师生思想互相砥砺，方能擦出智慧的火花。

3、“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教学本诗应引导学生反复诵读，真正实现语
文课阅读本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采取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来解读本
文。自主实现“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学生是学习和发
展的主体"。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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