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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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一

美国儿童音乐教育学心理学学者詹姆斯·默赛尔指出：音乐
教育就是欣赏教育，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他认为欣赏
就是怀着由衷的欣喜热爱的情绪、情感去自动追求从音乐中
获取自我满足、自我发展。在我的一次教学中，我也充分感
受到欣赏的魅力。

《牧童》歌曲原文

朝霞里牧童在吹小笛

露珠儿撒满了青草地

画家温泽辉书画作品

画家温泽辉书画作品

我跟着朝霞一块儿起来

赶着那小牛儿上牧场

我跟着朝霞一块儿起来

赶着那小牛儿上牧场

我解开自己的小黄牛



把清水给羊儿喝个足(同时也说“把清水给羊儿喝个够”)

赶出了牲口坐在小河边

我给你唱一支快乐的歌(“我给你唱一支快乐的歌”中
的“的”可有可无)

赶出了牲口坐在小河边

我给你唱一支快乐的歌(“我给你唱一支快乐的歌”中
的“的”可有可无)

中午的太阳啊烤得慌

你为我把歌儿唱一唱

明朗的晚上我们来相会

并排儿坐在那篱笆旁

中午的太阳啊烤得慌

你为我把歌儿唱一唱

明朗的晚上我们来相会

并排儿坐在那篱笆旁

《牧童》教学反思

在二年级的艺术教材中有一首歌曲《牧童》，这是一首前捷
克斯伐克的儿童歌曲，这首歌曲主要描写了一位儿童放牧的
情景，歌曲旋律活泼优美，在节奏方面有一个特点是“切分
节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切分节奏”，我还根据儿
童艺术书上的切分节奏练习组织学生进行练习。但练习完以



后，再教学生唱歌曲的旋律时，事与愿违，学生还是掌握不
好。像一二句的第一小节没有切分音，第二小节是切分音，
学生要么一二小节都唱成有切分音，要么都唱成没有切分音，
与原歌曲的旋律大相径庭。学生学的很困难。我甚至还一小
节一小节的教，但是在整句合起来的时候还是错了，学生这
时候有点泄气，产生了厌学的心理。有一学生甚至跟我
说：“老师，这首歌好听是好听，但是很难学。”旁边也有
几个学生在轻声地在议论，这个时候我也有点着急。唉!怎么
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呢?于是我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先让学生
静静地听cd两三遍，然后再弹琴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旋律。当
学生听琴声第二遍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居然有学生跟着
旋律轻声地唱了出来，当我再弹第三遍的时候，大部份学生
都能伴随着琴声唱出来。那个老是掌握不好的切分节奏居然
不攻自破。这时候学生在学习歌曲也充满欣喜的表情。在反
复的欣赏过程中，让学生能更好地感受音乐、表现音乐，产
生对音乐的兴趣。我想，这就是音乐欣赏的魅力吧!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二

新大纲强调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并特别重视人
文精神的培养，我根据低年级学生爱读、爱演的天性和学习
语文的特点，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演中品味。

教学的主要过程还是以读贯穿始终的，首先要加强读的训练，
让学生充分的读。读中感悟，演中品味，从读中培养语感，
受到情感的熏陶。我设计了以下三个步骤：

正确的读出内容，是理解、感悟的基础，在此环节的设计过
程中，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文，尊重了学生读书的自
由。

语文教学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引领学生理解语言文字的内
涵，在此环节中，我引导学生在自读、评读、再读的过程中
抓住重点词来理解文章的内涵。



朗读是将无声的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形有声的语言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充满着想象，充满着不可言喻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此环节中忘我通过让学生读、演、评的过程中去细细品味，
如此一来，学生就更深入的理解了文章的内容。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力争引导学生在读中悟、演中品，通
过形式多样的朗读，将课文中的语言输入孩子的头脑，使学
生真正的达到我心入书，书入忘我心的境界。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三

语文教学是最富个性和最具魅力的精神创造，也是最自由、
最愉悦的心灵享受。本节课的教学我力求体现以下三个特点：

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整节课我从交流
入手，努力营造和谐平等的对话环境。首先我创设了自然生
动的教学情境，以“是否喜欢画画，并观看名画”为切入点，
打破常规写课题，激发学生读文的探究欲望。在观看名画中
认识画家“戴嵩”二字。识字中引导学生通过联系生活实践、
做动作的方式进行，通过自由读、指名读、带读方式来激发
孩子主动参与识字的积极性，逐步培养学生自主识字能力。
另外在朗读环节我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引导他们在
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感悟。让他们在读、
说、评中进行充分的角色体验，用原生态的自身感受，入情
入境的读文，进一步体会戴嵩画技的高超。

在第一学段中，字词的教学是语文课的重点。因此，本堂课
中，在各个环节中渗透字词的教学，将识字与生活联系起来，
识字与个人经验相联系。如讲到画家“戴崧”时，引导学生
说说从哪里见到“戴”字，怎样记住“崧”字。学生联系生
活提到了“戴”红领巾时想到“戴”，用加一加的方法
记“崧”，对于词语的理解方面，我觉得学生对“拱手 浓墨
涂抹 轻笔细描 钱”的理解是难点，因此，教学中，让学生
做动作理解“拱手”用简笔画帮助理解“浓墨涂抹 轻笔细



描”，并在快结课的时候，让孩子书写生字。

本堂课中，引导学生通过多种读，来体会到画家画技高超，如
““他的画一挂出来，就有许多人观赏。看画的人没有不点
头称赞的，有钱的人还争着花大价钱购买。”于是引导学生
结合课文重点，进行语言训练，使得学生在语言训练上有新
的收获，接着用这种句式进行训练。如：“看画的人一（ ），
就（ ）。有钱的人一（ ），就（ ）。”学生说得很不错。

然而，课堂是遗憾的艺术，在这堂课中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够。

写好字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更不是说出来的，应该是学生大
量亲自的实践，认认真真地写出来的。低年级的写字就应该
在课堂上完成。在这堂课中由于在识字、感悟朗读等环节训
练的点贪多，容量大导致写字的时间不够，使学生没有充分
的时间进行写字训练，写的字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可想
而知，写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实，合理的课堂结构应
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分配。在上课前也曾告戒自己，给学生留
有充分的写字时间并当堂反馈，但还是把写字环节作为机动
环节处理。看来，对写字的重视是伪重视。有些事光想没有
真正落实都是空话，只有内心深处有振动才会付诸于行动。

戴嵩是唐朝著名的画家，离我们的生活年代久远，他画的又
是中国国画，学生不熟悉，所以文本与学生有一定的距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习状态虽然不是游离，但它
所表现的是课堂常规所要求的一般的状态，而不是源于内心
的积极渴求状态。学生在课堂上是很努力的，也想尽力地表
现自己，但他们又是真实的，他们的眼睛会告诉你，总缺点
什么。内心的尴尬与失落不免产生。我想可能是没有触动学
生内心的某一根心弦，没能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低年级的
孩子总是喜欢小动物，喜欢同龄人，喜欢似曾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事。如何让学生走近这样一个离他们年代久远的人物，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我想，情境的创
设、语言的渲染、直观的感受、生活体验的唤起应该非常重



要吧。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四

《画家和牧童》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的第
一篇课文，文章讲述的是唐代一个牧童勇敢地指出著名画家
戴嵩画中出现的错误，戴嵩虚心接受批评的事。赞扬了画家
的虚心好学和牧童实事求是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优秀品质。文
章人物情感丰富，形象生动，内含深刻哲理，贴近学生认知
水平。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半生本半传统的教学方法。

这就是戴嵩画的《斗牛图》，老师适时讲解，引导学生欣赏
图的绝妙之处。这样美的水墨画，作者是谁呢？引出今天的
课文的主人翁——戴嵩，走入课文的学习。

重点词句的理解是学习课文的关键。课文是如何评价这位画
家的呢？你从哪些词句看出戴嵩是个著名的画家？学生从书
中找出相关句子读出，我从中抓出两个重点词：浓墨涂抹、
轻笔细描引导学生理解。我展出两幅图画，让学生区分比较：
哪幅是浓墨涂抹，哪幅是轻笔细描，为什么。学生一时对两
幅画特别感兴趣，观察仔细，很快在观察比较中，理解了词
语，并体会了戴嵩画画非常认真，技艺高超。在此环节，我
引导学生自读、评读、再一起读，读出语气，注意区分轻重，
体会情感。戴嵩的画得到了围观的人纷纷夸赞，首先从其他
两段中找出和夸赞相近的词：称赞、赞扬。让学生感受到词
语的灵活运用和丰富多彩。我采用个别读、男女同学比赛读、
分角色朗读，感受商人和教书先生的夸赞。学生的朗读一次
比一次进步，读得精彩，表达了感情。这样反复的朗读使学
生能够深刻地理解课文，来感受“戴嵩”的“著名”。自然
而然就理解了著名的含义了。

牧童敢于在这么多人面前指出画家的错误，戴嵩会怎么想？



怎么做？我通过让学生品读5、6两段进一步感受画家虚心好
学、不耻下问的高贵品质。最后再一次地欣赏《三牛图》、
《归牧图》，从而感受到戴嵩取得的成绩和他虚心好学是分
不开的。

总之，整堂课下来自己感觉比较满意，学生能够较好的理解
课文，能体会到文中人物的优秀品质。同时深深地感受到，
我们要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教语文，轻轻松松教语文。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五

这首歌曲我是让同学们感受到放牧孩子的心情及他们的生活
背景，在音乐中感受牧童生活的变化，激起学生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并能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演唱《牧童之
歌》。因为我们是城市里的孩子，能够通过歌曲感觉到他们
对草原的热爱。以及小牧童生活的向往。每个同学都能够很
完整的唱好歌曲，课堂效果我非常满意。

《牧童之歌》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一首民歌，旋律欢快、活泼，
表现了牧童在天山脚下辽阔大草原放牧时的喜悦心情。歌曲
简短精练，可分为四个乐句，起、承、转、合。其中第二乐
句第一小节“6”到“6”的八度跳进会形成演唱上的难点。
特别是第三乐句连续四个小节附点节奏的运用，更容易形成
节奏上的难点。所以，虽然这首歌非常简短，但要唱好它并
不容易。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结合三年级学生喜欢模仿的特
点，本课我的教学设计如下：

一、创设情境，解决节奏难点

歌曲的第三乐句连续用了四个小节的附点节奏，表现了牧童
骑马的动感。所以，我就以马为题导入新课。课件展示辽阔
的大草原，让学生听一听大草原上传来了什么声音。学生马
上安静下来仔细听辨。原来是马蹄声，出示马蹄节奏“xxx·x”，
学生认识附点，知道附点八分音符要读得稍微长一点，附点



后面的十六分音符要读得稍微短一点。然后过渡到连续四个
小节的马蹄节奏，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节奏上的难点。在朗读
节奏的同时引导学生配合上骑马的动作，又加上牧童策马扬
鞭的动作，很自然地过渡到两声部的节奏练习。

二、仔细听辨，解决音高难点

歌曲的第二乐句第一小节，节奏拉宽，“6”到“6”的八度
跳进，会给演唱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孩子找不准音。在这
一点的教学中，我先是提出引起学生的注意，然后运用柯尔
达手势直观的向学生表现出音高的位置，遇到高音时提醒学
生靠气息的支持把音唱上去，不能喊叫。

一、应根据歌曲所表现的音乐要素，选择正确的伴奏音型，
引起学生对歌曲情感、速度的准确把握。本以为琶音适用于
任何一种歌曲，但教学中发现学生对歌曲速度的掌握总是有
问题，课后，李老师讲了，小学生歌曲多是欢快活泼的，所
以在选择钢琴伴奏时，引起学生对歌曲情感、速度的准确把
握，是非常重要的。

二、歌曲的细节处理还需加强。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能还会有
动态生成的难点，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仔细斟酌。
学生演唱歌曲的第一乐句时，根据以往的语言习惯很容易将
两个“慢”连起来，怎样引导学生区别这两个“慢”，并唱
准第一个“慢”的一字多音呢？我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引导
学生听辨比较自己唱的和老师唱的有什么不一样，并分析第
一个慢应该唱几个音，这样漫漫地引导学生唱会。

教学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样讲真的很有道理，所以每上
一节课后自己都能从这门艺术中找到新的艺术点，其实，这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就要我不断的努力学习。



牧童之歌教学反思音乐篇六

《牧童》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牧童放牧晚归后那种安然与恬
淡，自由自在与惬意的生活。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这
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视野里的。

进入四年级，学生对于古诗的学习已经不再感到陌生，对于
古诗学习方法也不再感到生涩。于是，课堂伊始，我以复习
学过的古诗引入课文的学习，老师和学生一起读读自己喜欢
的古诗，让学生进入诗的意境，感受诗的韵味，激发他们学
习古诗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紧紧围绕学习古诗的一般过程：解诗题，知作
者，抓字眼，明诗意，多诵读，悟诗情。学生兴致勃勃地朗
读古诗，诗中有思，学生不断抓住相应的字眼，品味到了古
诗所传达的意境。有的同学从“铺”字体会草的茂盛和草原
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有的同学从“弄”字体会到了
一种情趣；有的同学从“卧”字中体会了那种随心所欲的牧
童生活，还有的学生的脑海里涌现出许多不同的理解，迫不
及待的希望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在汇报的过程中，更是精
彩纷呈，充分展示了孩子们个性化阅读背后的个性化理解。

在教学中，我特别注重引导学生在对诗意有所理解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感悟和课文的插图，想象诗中呈现的情景，体会
诗中描述的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有趣。如“不脱蓑衣卧月明”
引导学生想象：是累了，想躺下来好好舒展一下身子？是喜
欢月夜的景色，想好好地欣赏一下？仰望明亮的月儿，牧童
心里会想些什么？学生通过想象，体会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有
趣，并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
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

课堂中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练笔，把自己喜欢的诗句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做到读写结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
文能力。



教学过后，我仔细反思了整个的教学过程，教学中充分尊重
了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地信任学生，学生也会充分地信任自
己，从而产生课堂教学的朵朵美丽的火花，但是反思之余也
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
应该随机进行引导，更能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