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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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篇一

音乐知识是人们音乐欣赏必备的前提条件。如何了解和把握
作品的内容，音乐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个缺乏音乐知
识的人，不仅无法欣赏到音乐的内在本质，而且会导致迷茫
的欣赏情绪。因此，音乐欣赏要求人们：要在能够认识乐谱
和准确地视唱乐谱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乐理知识，例如音
程、调式、转调和旋律等；要能熟悉各种音乐语言，知道主
题的发展，并在主题的发展过程中感觉到它们在旋律、和声
和节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文学知识是人们欣赏音乐不可忽视的一大要素。应该知道：
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文学知识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它有助
于人们对各种音乐的认识和理解。严格地说，提高人们音乐
欣赏素质，贵在提高人们的文学水平，而要提高文学水平，
首先要加强文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坚持做到阅、听、写运用
四个方面。还有善于鉴赏各种文学作品，诸如诗歌、小说、
散文和剧本等，并将它们认真地加以领会。

仔细揣摩是人们欣赏音乐的正确方法。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只
有经过仔细揣摩，才能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收益。人们不是
常说：“著名的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交响乐需要不断地多
听，到四十岁以后才能真正地领悟到其中的含义吗？”这就
足以说明音乐欣赏的深度和广度。是的，欣赏一首乐曲，特
别是欣赏新创作的曲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乐曲的一切本



质东西，而是要有一个过程。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在音乐欣
赏活动中：一要集中思想，专心欣赏；二要一曲多听，反复
理解；三要认真感觉，捕捉要领。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篇二

在欣赏音乐时可与多媒体、电视录象结合起来。即根据音乐
作品的内容，用录象或制成一幅幅画片，在听音乐时通过电
视播映出来，使之声形结合，听觉与视觉相结合，再加上教
师形象语言的启发，学生就能正确领会感知音乐，大大提高
了学生学习兴趣与教学效果，这种方法更适合小学生音乐欣
赏课。

体态律动不仅适合小学音乐教学，而且完全适用其他学生的
音乐教学。以前我们的音乐欣赏课很呆板，由教师边讲边放
录音叫学生听，课堂死气沉沉，还有的学生打瞌睡我们在让
学生听的.同时，在感受乐曲的节奏与旋律的基础上，进行即
兴指挥和即兴律动，这样课堂生动活泼起来，调动了学生极
大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我们还在音乐欣
赏课尝试了音乐作文的方法。这种作法就是把一段音乐反复
听一、二次之后，比如在欣赏《金蛇狂舞》乐曲和《苗岭的
早晨》乐曲时，我们就让学生把听完这段音乐的感受及联想，
用口头描述或写成短文。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欣赏能力，
也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而这些能力正是
小学教师必不可少的。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篇三

《龟兔赛跑》是湘版教材一年级下册的一节音乐欣赏课，是
史真荣于60年代创作的音乐童话。它采用管弦乐的形式，加
上简练的解说，不仅塑造了乌龟、兔子鲜明的音乐形象，而
且生动地表现了《龟兔赛跑》深刻的寓意。作品分别用单簧



管和大管主奏，以象征骄傲自满的兔子和勤恳憨厚的乌龟这
两个拟人化得动物形象。我以提高学生音乐创新能力为基本
理念，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较高的
审美能力和健全的人格。

本课我设计成一节听赏综和课。

创设森林早晨的情境，让学生聆听管弦乐曲《动物狂欢节》
中表现象、龟、小鸟、兔等动物的主题音乐并随乐即兴表演
不同的动物，导入新课学习。

在歌曲听赏部分，让学生一边观赏教材第26、27页的四幅情
境画一边听音乐活动。教师提问：“音乐讲述了一个什么故
事？你对哪两个动物的音乐形象记忆最深？”孩子们纷纷发
表自己的意见，我再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故事的内容，以便得出
“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的深刻道理。

聆听并分辨兔子和乌龟的主题音乐分别有什么特点。听音乐
时可让学生看教材28页的画面，听完音乐后师生讨论得出结
论：“高音”“快速”的气球应属于兔子；“低音”“慢
速”的气球应属于乌龟。为了学生对主题音乐加深映象，我
在电子琴上分别用单簧管和大管奏出主题音乐，让学生用lu
和la模唱，这样学习的'效果很好。乌龟和小兔都是大家熟悉
的小动物，我问“你能用什么神态来表现他们吗？”很多孩
子表现了自己心中它们的不同形象，非常可爱，这一表现使
整个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孩子们跟着老师的思维走。然后让
学生听着音乐表演，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

环节四：分段欣赏。

教师用板书展示音乐童话的五个画面（森林的早晨——比赛
开始——兔跑、龟追——兔睡、龟赶——欢庆乌龟获胜），
然后分段听音乐，请学生分别讲出每段音乐表现的故事情节，
每听到乌龟或兔子的主题音乐时就用自己的动作来表现。这



样一来学生对整首音乐又建立了很深的形象。通过聆听、讲
述、表演，让“课堂”变成学生的“课堂”。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参与，先让大家一起选出表演得好的小朋
友担任主角，其余的孩子戴上各自喜欢的动物头饰随音乐参
与全剧的即兴表演。

设计龟兔的第二场比赛，结果又怎样?为什么？

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音乐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一个驰骋的空间，用音乐打开学生
想象的闸门，使他们学会以审美的态度感悟人生。音乐教师
是音乐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沟通学生和音乐的桥梁，
现代教育强调建立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又要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师生良好的交流，创造和
谐民主的教学氛围。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篇四

这次是“雁翔工作室”的一次展示活动。我的课是一节音乐
欣赏活动《赶花会》。知道要上课的时候，心里就紧张起来
了。毕竟音乐欣赏平时接触的也不是非常多，而且音乐欣赏
是需要老师对这段音乐足够的熟悉，对每一个乐句、节奏都
要吃透的。

刚听音乐的时候，我是一头雾水，几个月段，几个乐句，每
一句乐句里有几拍，都是模模糊糊的。经过师傅的指导有了
一个大致的了解，回家以后我就开始抱着录音机反反复复的
听，随着听音乐的遍数逐渐的增多，我对这段音乐的乐句、
节奏也渐渐熟悉起来。再给孩子们试上的时候也就心中有数
了。经过谢老师、师傅和园长帮助我多次修改了教案后各个
环节也清晰了。我这几天，天天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一点
了。但我想，在我一次次的试教的过程中孩子们对我的问题



所做出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
题，所以在上课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的临场应变能力，尽量
考虑到孩子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提早进行问题的预设。

怀着忐忑的心情上完了整个活动，我觉得我在整个活动中让
孩子们感受的东西还是太单一，《赶花会》中间的一段作为
重点，我只让孩子们随着音乐去学一学花会上各种花朵的样
子，其实让孩子们感受赶花会的人在看花卉的样子也是一个
要点，我没有让孩子们也去学一学。但有一个比较成功的点
就是这个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快乐、欢快，有一个情绪上
的体验，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也很强。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音乐欣赏活动有了更多的感想和想法，
这是我的一次宝贵的经验。

音乐课喜洋洋教学反思篇五

高尔基说过：“在听音乐时，得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知识
去补充------”三年级学生的知识面和联想还不够丰富，但
在音乐欣赏中对音乐情绪的直接感受能力并不差，而且自我
表现欲望很强。他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手舞足蹈起
来。因此，音乐欣赏课堂中要给学生“动”的空间、时间，
让学生在“动”中加深对歌形象的联想，从而增强对音乐的
表现力。教师要努力营造一个“动态”的课堂，让学生在视
党觉、听觉、触觉等方面都得到动态享受。从而激发学生对
音乐的创造欲望。

欣赏歌曲，学生创造一切“动”的机会，让他们用自己喜欢
的动作来表达自己对歌的理解。这样学生进入了参与音乐的
积极状态，就能更好地体验音乐的情绪。即使有个别学生精
神不集中，教师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作出调整。这种全
体参与，不要求“动”的统一、优美。只需要与音乐情绪吻
合，教师就应给予充分肯定。如：欣赏《嘀哩哩》出示歌谱
后，六个人一小组游春，不要求每个同学的动作都一样，也



不要求动作如何优美。只要他们能被歌曲的情绪感染，在教
室里自由自在地创造“春天”。而在欣赏完《可怜的秋香》
后，要求每一小组推荐一人朗读歌词，朗诵时让他们用自己
体会到的感情，不要求语调统一，但要投入，最后还要谈一
谈为什么这样朗读。

音乐作品是靠音乐语言来表达的，音乐语言包括旋律、节奏、
速度力度、音色、歌词等。通过多媒体营造一个与音乐情绪
相符的环境气氛。然后根据音乐情节，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
的合做伙伴扮演角色，随着音乐“动”起来，增强学生对音
乐语言表现能力。如：《可怜的秋香》中设置这样一个情境，
让学生听音乐，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如太阳、月亮、星光、
金姐一家、银妞一家、可怜的秋香和一群小绵羊。在“动”
中，学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教室，完全融入了悲苦、凄婉
的音乐氛围中。这样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身林其境的
感受到不同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不同音乐内容。体会到歌曲
的小调色彩，4/4拍旋律的悠扬、柔和，缓慢的速度、忧伤的
情调等等。而在欣赏《嘀哩哩》时，让学生讨论选择歌名，
学生在讨论中，结合歌曲的情绪，发现小黄鹂“叫声”
比“找春天”的旋律更欢快。从而体会了这首歌是二段体歌
曲，应选择比较欢快的小黄鹂的叫声“嘀哩哩”为歌名。

音乐形象是通过音乐的旋律、节奏、情绪等来塑造的，它可
以在人的想象和记忆中产生，听是引导学生对音乐形象的初
步联想，“动”是把联想进一步深化的过程。所谓“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通过听、动体验到审美的
全部过程。如：欣赏《嘀哩哩》时，分组汇演学生在春游的
记忆中捕捉了可爱的音乐形象，从而加深了对音乐的表现力。
而欣赏《可怜的秋香》中，给幼年、青年、老年的秋香容颜、
衣着填色。学生通过联想、想象，抓住幼年、青年、老年人
的特征来表现秋香孤苦的一生。学生在“动”中塑造了自己
能接受的秋香。

学生在“动”中积累丰富，丰富表现音乐时，就有



了具体的感性材料，这样为学生创造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结束教育中的选择作业，一部分同学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尝试。有同学把流行音乐中悲伤歌曲和欢快歌曲收集了进来，
还有把戏曲中的段子也收集了进来。第二个作业是同学们结
合时事，画出听音乐的感受，结果有同学画了烟火晚会，此
时的课堂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同学们在动中创造了
自己要表现的音乐情绪美。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者能同时开放多个感知渠道，比只开
放一个感知通道能更准确有效地掌握学习对象，音乐欣赏课，
只有开放学生多个感知通道，才能让学生对音乐欣赏做到真
正的主体参与，激发起强烈的情绪因素，发展学生的音乐感
受能力、表现能力、创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