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通
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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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篇一

授课教师学习目标

1.会读并积累“鼻祖、旷野、随心所欲”等词语和优美语句。

2.读课文，了解藏戏的形成，找出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3.说说表达上的特点。

目标制定的依据

1、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联系课文和自己的经验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语句
的意思，体会表达效果。

2、教材分析：《藏戏》随着作者脉络清楚、有点有面、有详
有略的描述,绚丽多彩的藏戏以及它那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展
现在读者面前，它是一篇知识性、人文性、趣味性都较强的
民俗散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一是继续引领学生了解本
文的表达方法及语言特点，学习作者生形象地表达;二是通过
了解藏戏的形成及其特色，体会传统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解藏族的文化。



3、学情分析：孩子们对戏剧缺乏兴趣，特别是对藏戏一无所
知，所以老师需要为学生提供藏戏的有关感性资料，让孩子
先从感官上认识藏戏，然后产生了解藏戏的兴趣，从而体会
藏戏这种传统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评价任务

1、通过课件出示检测纠正完成目标一。

2、通过课中教师提问、出示的练习、小组检查完成目标二。

3、通过课堂上教师提问，教师检查、小组检查完成目标三。

学习重点读课文，了解藏戏的形成，找出藏戏独具特色的艺
术形式。

学习难点说说表达上的特点。

教学准备查询藏戏的由来教学流程二次备课

一、谈语导入

1、师：同学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有丰富……

2、展示资料，了解藏戏

二、初读课文

1、读通课文，画出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

2、想一想藏戏是怎么形成的

3、和同学交流藏戏的艺术特色

4、指名交流藏戏艺术特色



三、深入探究

(一)检查读通情况，积累词语

1、词语卡片认读词语

2、指名分段读文，检查读通情况

3、说说藏戏的形成过程

4、再读藏戏形成过程的部分，想想自己都读懂了什么，还有
什么疑问?

四、了解藏戏的艺术特色

1、默读课文，找出作者概藏戏艺术特色的语句

2、指名反馈，指导感情朗读

3、引导学生结合上面的语句以导游的身份为大家介绍藏戏的
哪一特色最感兴趣?

五、总结

师：藏戏历史悠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洗礼

六、板书设计：

课后反思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篇二

本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中的一篇略读课文，所介绍
的剧种学生们比较陌生。文章开头用了三个排比句“世界上
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



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
出三五天还没结束呢？”既道出了藏戏的特点，又引起了读
者的极大兴趣。唐东杰布，明代著名的建筑师，藏戏的创始
人，是藏族人民心目中智慧的化身。课文以一个美丽的故事
为引子，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着藏戏的由来，藏族人民心
目中的英雄，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怀着对藏族人民的无比
热爱，“许下宏愿，发誓建桥”。和七位“能歌善舞”的姑
娘组成了第一个藏戏班子，于是世界上从此有了这“简朴”
的藏戏。

整篇文章以“简朴”为特征，为我们介绍了这承载着藏族历
史和文化的“活化石”。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篇三

本篇课文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七课，本册
第二单元选文关注多元文化，将视界投诸民风民俗，《藏戏》
一文就是对藏戏传统剧种的生动阐述，可以放手让学生朗读，
并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资讯，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在此过
程中获得新知，对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形式、民风民俗产
生浓厚的'兴趣。

在第一环节的设计，我依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现
在的学生来说，声光色的冲击，电子媒体的包围，已经让他
们远离了传统的戏剧，对那些距离自己更为遥远的戏剧形式
自是一无所知，先从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有名的剧种开始介
绍，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对藏戏的认知欲望。

同时，在本堂课的设计上，我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正确、
流利地朗读课文，这是最基本的学习前提和根本指向。不忽
视优等生，不漠视学困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实实
在在地发展。扎扎实实地引领他们读书，享受阅读的乐趣，
享受文字的快感，受到美的熏陶。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篇四

1、学习并积累“鼻祖、旷野、随心所欲”等词语和优美语句。

2、了解藏戏的构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体会在
表达上的特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透过默读，了解藏戏的构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准备】

透过网络或者图书馆等查询藏戏的由来、历史变化及主要剧
目等相关信息；藏戏面具图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出示藏戏的有关图片，配乐介绍：

藏戏是藏族的传统剧种，它简单到没有舞台灯光和道具，仅
一鼓一伴奏；复杂到每个主角都要带着象征身份的面具；它
漫长到要演出三五天还不会结束……藏戏，以不可抗拒的魅
力，一代代传承下来。这天，我们就来了解藏戏是怎样构成
的，有着怎样的特色。

2、板书课题。



二、读文，理清思路

1、藏戏同其他剧种相比，独具魅力的地方是什么？

2、学生快速浏览课文，画出相关语句。

（戴着面具演出；没有舞台；一部戏演三五天还没有结束。）

藏戏教学反思优缺点及改进措施教篇五

学习目标：

1、学习并积累“鼻祖、旷野、随心所欲”等词语和优美语句。

2、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体会在
表达上的特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通过默读，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教学时数：

1课时

教学准备：

通过网络或者图书馆等查询藏戏的由来、历史变化及主要剧
目等相关信息；藏戏面具图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教师出示藏戏的有关图片

2、师：藏戏是藏族的传统剧种，它简单到没有舞台灯光和道
具，仅一鼓一伴奏；复杂到每个角色都要带着象征身份的面
具；它漫长到要演出三五天还不会结束……藏戏，以不可抗
拒的魅力，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藏戏是怎
样形成的，有着怎样的特色。

3、板书课题

二、读文，理清思路

师：藏戏同其他剧种相比，独具魅力的地方是什么？请同学
们快速浏览课文，画出相关语句，向全班汇报。（戴着面具
演出；没有舞台；一部戏演三五天还没有结束。）

三、朗读品味，了解藏戏的特点

（一）读第一部分，初步了解藏戏的特点

1、读前三自然段，说说你都听出了什么，请学生说一说。

2、练习朗读后，指名学生朗读，要求分别读出藏戏的特色；
藏戏剧种的稀少；中国拥有藏戏的自豪。

（二）读课文第三部分，具体了解藏戏的特点

1、默读8自然段到最后，找与第一部分相对应的具体描写。

2、自由读8—16自然段，说说你进一步了解到了什么。

3、看图片，结合具体的面具，说一说颜色象征了什么，对角
色的什么特征作了夸张。[

4、自由读17和18自然段，结合“不要……不要……不要……



只要……”来体会藏戏以广阔的大自然为背景，道具更是简
陋到了极点。

5、你想看藏戏吗，为什么？请学生说一说。

（三）师生合作读，感受藏戏特点和相呼应的详略得当的表
达方式

1、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生
读：8-16自然段。

2、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演出时没有舞台呢？生
读：17和18自然段。

3、师读：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
结束的呢？生读：20自然段。

4、师生合读：21自然段。

四、了解藏戏的形成

1、自读后小组讨论：唐东杰布的传奇故事有哪些传奇色彩？

2、学生交流发言。

五、总结

师：许多地区、民族，都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是中华
文化的奇葩。藏戏，作为藏族的传统剧种，到几百年后的今
天，仍有着无穷的魅力，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再一次
齐读开头部分。

六、作业

用自己的话写一写读了课文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想法。



板书设计：

戴面具演出

藏戏没有舞台传奇来历：为民造福开创藏戏

三五天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