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活动教学反思 音乐教学反
思(实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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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一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美育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死无
声的。教师的对音乐的'情感首先上课应该要有热情，这种热
情表现在表情、语音语调、范唱、演奏、对音乐的理解、对
音乐的情感。只有教师先感动了，才能很好调动课堂气氛，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体性的反应，积极引导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
情感内涵，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对乐理知
识的教学，我从爱我中华的旋律中选几节作为乐谱视唱。让
学生学会划拍、打节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
让学生分析乐谱，知道这首曲子的旋律是由它们重复变化发
展而来的。这是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二

本学期即将过去，回顾这几年的音乐课研究教学，我有很多
的体会和想法，下面我就对这几年的教学工作谈一些自己的
想法。

作为音乐教师，首先应该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
音乐的感悟，以审美教育为核心，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要
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要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
生，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能力。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和推进新课程改革，我认为，在教学中，要使学生先
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感受、体验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情
感内涵。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逐渐喜欢音乐，从而才能对音
乐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要积极引导学生，从而使学生不仅做
到现在受益，而且做到终身受益。

根据音乐教室现有的乐器，通过音乐欣赏的形式，让学生认
识和了解各种乐器，并且让学生参与其中亲身实践，讲解各
种乐器基本的演奏方法，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对乐器有了进
一步的接触,而且还对我国的各种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
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和
爱好，活跃空气，在紧张的文化课学习之余可调节情绪，有
利于其他课的学习。

经过几年的音乐教学我也觉得自己有很多做的不够的的地方
值得反思的。

记得刚走上讲台时，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班级演唱时，
总有那么一些不谐和合音混在里面，实在是束手无措，于是
有人建议我，你让他们坐在同一个角落，让他们轻唱或别出
声。“行吗？”我疑惑了。但为了教学效果，我也尝试着运
用了这个方法果然被我揪出了四五个不入调的人。于是将他
们安置在最*边的一排，看着他们个个诚惶诚恐的小脸，我最
终还是未能开口说出不许出声的话，只是让他们小声地跟唱。
因为心存不舍，所以边上课边溜眼观察这几个人的表情。有
无奈的，有愤恨的，更多的是失望。当时我想他们大概是为
自己感到失望吧。现在想来真像有人扇了我一巴掌那样难过
和疼痛，因为他们失望的是我啊！

还好，那几天，我总也觉得不是滋味，看看孩子们的脸，倒
象我做了贼般的浑身难过。于是仍让他们回到原位。但不久
我便发现这几个孩子似乎有意和我作对，胆大的故意用别扭



的声音唱，胆小的则索性闭嘴不唱。我知道是我的错，所以
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更善意地去安抚。过了好一阵子，这
事才算过去了。

指名给了这位小调皮。他楞在当场。旁边同学替他接了过去。
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份小礼物，引得班主任一个劲的说
意外。

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要做个怎样的老师？是人见人怕
的？是见时怕，背后骂的？这些都不行，我也实在不愿意孩
子们见了我像见了猫一样，那样上课还有什么趣？所以我先
要与他们拉近距离，再是像朋友一样处理问题，先捧出我的
心，才能得到他们所有人的心！曾有一位班主任向我说了一
句班里学生的话，让我每每想起便心生自豪：“我们上课时
看着音乐老师的脸都舒服呢！”有生如是，夫复何求？这更
提醒我在爱生时，先要尊重他，信任他，千万别“冷语一句
六月寒”啊！

当我看到办公室桌上一块小蛋糕和一封信时，我知道这又是
我的学生做的。打开信纸，一行行娟秀的字体映入眼
帘：“老师，今天是我的生日，请你吃蛋糕，它很小，但却
是我每天吃早餐省下来的钱买的。你是我见过的最……喜欢
的一位老师！”她一连用了十个“最”。这封信一直夹在我
的钱包里，它时时提醒我，学生是要用心，用情去爱的。这
种爱，我们可以将它细化到教学的每个细节中，让你的一言
一行，举手投足都能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孩子们这样的信
息：“孩子，老师很喜欢你！”而爱的春风雨露浇灌出的是
一株株生理、心理都能茁壮成长的小苗苗。

无尽的回忆和反思暂先告一段落吧。我不知道我到底能成为
哪位学生的“重要他人”，我也不知道在学生们今后的成长
历程中会不会也在下意识中记住我，也会在回忆一生中的重
要他人时能算上我一个。不管怎样，只要带着“爱”
和“善”，我坚信我的学生会喜欢我，喜欢我教的音乐课，



会非常欢迎我成为他们一生中的重要他人的！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三

〈请你唱个歌吧〉是一首三拍子的歌曲，这首拍子的歌曲，
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很难把握好正确的感觉，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了“听”上面，通过不同方式的听
让学生对歌曲产生熟悉感。歌表演是融思想性和趣味性，音
乐性和舞蹈性于一体的方式，是最简易的音乐和舞蹈的综合
艺术形式，也是学生最易接受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把无形的
声音同无声的`形态动作结合在一起，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对教这首歌曲也有很
大的帮助，所以我采取以歌为主，动为次，在教学中做到动、
静交替。动作不过大，以不影响歌唱为限度，将重点放在歌
曲的艺术处理上，以形象生动，优美的歌舞动作进行演唱，
使演唱更富有情感的表达性。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映山红》这首歌曲时，我首先讲故事《闪闪的红星》
情节，讲《映山红》这首歌的情景和寓于的情感，这样一下
子就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了，于是我抓住时机展开教学，
同学们兴趣盎然，情感真挚的跟着学唱，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中途，部分同学注意力又发生了转移，我马上又说把歌曲回
家唱给爸爸和妈妈听，再一次激发他们的兴趣。歌曲唱会了
后，他们还沉浸在音乐的情感之中。为了使课堂教学始终如
一，还可以根据故事情节让同学们分角色表演，然后相互评
价，并颁发优胜奖，给予表彰鼓励。因此学生始终兴趣浓厚，
极大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五年级同学唱歌的热情高，兴趣浓，但具体在学唱的过程中
却缺乏持久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
动态及兴趣需求，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环节，营造适合学生的
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总能处在一种亢奋阶段促进教学进程，



提高教学效果。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五

《非洲歌舞音乐》课后反思——带着问题，深入聆听。从音
乐艺术的审美感知角度上看，非洲歌舞音乐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具有灵活多样的特性，高度发达的节奏是其最鲜明
的特点。打击乐器是非洲人的最爱，特别是非洲鼓，是非洲
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很多重大的活动都离不开鼓和歌舞。
本课是以“听”引起学生对审美形象的注意。学会听，培养
一个良好的听觉习惯是学习音乐最重要的条件。诚
然，“听”这个词在音乐中则具有了更加复杂和广泛的意义。
不仅仅要会“听”音高，还要学会去“听”音色的.变化、节
奏节拍的变化，去“听”旋律线条的进行……。就像学习绘
画的人要训练在几十种相近的颜色中，能够体味它们的不同
一样。听觉是行动的指导，无论是音乐的律动，旋律线条的
进行，音色的多种变化等都需要用我们的耳朵去分辨，听得
见它们细微的变化才有可能体会到音乐的美妙之处。听，是
鉴别音乐优劣的最高标准。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欣赏习惯，敏
锐的听觉。在欣赏教学中，教师精心设计符合学生心理状态，
知识能力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聆听，是一种很有效的
方法。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产生欣赏的热情
和欲望，刺激思维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欣赏活动中，积极、
主动、专注，形成自主探索、自主发现的过程。而且这些问
题深入音乐，将音乐要素与音乐形象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学
生加深感知和体验音乐的程度。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六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美育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死无
声的'。教师的对音乐的情感首先上课应该要有热情，这种热
情表现在表情、语音语调、范唱、演奏、对音乐的理解、对
音乐的情感。只有教师先感动了，才能很好调动课堂气氛，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体性的反应，积极引导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
情感内涵，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对乐理知
识的教学，我从爱我中华的旋律中选几节作为乐谱视唱。让
学生学会划拍、打节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
让学生分析乐谱，知道这首曲子的旋律是由它们重复变化发
展而来的。这是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七

《土风舞》是一首很热闹欢快的捷克民歌，f大调，2/4拍，歌
曲节奏规整，旋律流畅，音乐朗朗上口，表现了农民们载歌
载舞庆丰收的热闹情景。

整节课的教学围绕让学生们从歌曲里感受歌曲气氛开展，让
学生从演唱到肢体都能体现出歌曲的氛围。学唱完歌曲后，
从速度、力度和情绪上来比较了《红叶》和《土风舞》两首
歌曲的不同，再动手拍歌曲中不同的节奏带给自己不通过的
体验，自编动作随音乐跳起来唱起来。然后欣赏了不同地域
的丰收之歌，陕北的'《秋收》、丹麦的《丰收之歌》和小提
琴协奏曲《四季--秋》，体会不同地域音乐的不同。

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听、想，学生在这节课上很好的发挥了
自己的主动性，自己学会新知识的过程让孩子们很有成就感。
但是整个的教学过程和设计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在比较两首
歌曲时应该更好的让学生自己去想，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歌
曲。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八

《拔河》是一首游戏性儿童歌曲，节奏鲜明、情绪欢快。本
课主要的教学目标是指导学生用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拔河》，能够用各种打击乐器给拔河创造激烈的的场面。
在完整学唱歌曲的基础上，进行游戏情景的再现，通过表演，
加深学生对歌曲的理解，培养学生团结有爱、乐于助人的精



神。为了更好的设计这堂课，通过这堂课激发学生对音乐的
好奇心和探究愿望，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和创造活动，我主要
采用了以下几个步骤。

低年级的学生好奇心强，爱玩游戏的特点，游戏歌曲《拔河》
相关情节吸引了学生全部的注意，他们对于这个游戏的好奇
心被充分的激发了出来。

音乐课最主要的还是音乐本身，游戏，活动都是为了音乐服
务的，所以导入部分设计的时间不能够过长，吸引学生的注
意之后应该回到学习歌曲本身上来。在节奏教学过程中，我
发现“一二三，一二三，用力拉，一二三，一二三，用力拉。
”学生把握有困难，主要是切分节奏点很不容易掌握，所以
学生在这里容易唱错，需要单独就这一小节反复练习。在导
入过程中，我们通过采访问话的形式用不同的情绪攻克难点，
以及急缓的情绪对比让学生去加深情感体验。在“一领众
和”演唱形式的训练中，利用各种形式的变换，如请女生唱
领唱，请男生唱齐唱，并且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学生进一步
体会了歌曲中的音乐形象，同时，他们的音乐鉴赏能力也得
到了提高。

小孩子的想法千奇百怪，有时候会让我们大人都感到惊奇，
所以不要用我们固有的思想去禁锢他们的想法。所以，老师
只需要引导好学生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这首歌曲，在进行情
景气氛的制造过程中，老师告诉学生各种乐器音色的特点，
让他们亲身去体会后再来设计伴奏，自己以组为单位进行分
组创编表演。学生在交流合作中拓展了思维同时又体验到了
合作的乐趣。

不足与思考：每堂课结束之后，我们会有很多收获，会发现
课堂上很多闪光的地方，同时也会发现很多环节设计的不足
与遗憾。我们总是会想：“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更加好
呢？”在同轨班中，每个班学生的情况不同，我换了多种方
法让学生来表现，效果就好了很多。



由于上课时小的细节还不是很注意，所以留下了一点遗憾，
我会进一步去挖掘和探索，以取得更大的进步。总之，无论
是失败还是成功，每节课都有值得自己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最后，要在教师心理素质和调控能力方面强化训练，争取更
好地驾驭课堂的发展。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九

《音乐气垫火车》是“我探索，我快乐”主题中的一个语言
活动，内容生动、形象，易于幼儿理解，比较适合中班幼儿
的年龄特点。在听听、说说中理解故事的内容，表述自己的
想法和意见，知道这辆火车的不同之处，体会故事中的真正
含义：在活动中，培养幼儿初步探索，学习自然界中声音的
美妙，知道乐音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会使人心情舒
坦，愉快;噪声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害，我们要远离噪声。

1、在这个活动中我首先告诉了孩子们故事的题目叫《音乐气
垫火车》，然后让孩子从字面理解是什么意思。有的孩子说：
会“唱歌的带电的火车”，有的孩子说：“是会发出美妙声
音的火车”，还有的孩子说：“能发出很动听声音的火车”。
对于一个中班的孩子来说：能说出这样的答案已经很好了，
我没有给予给他们的答案肯定，而是接下来让他们观察图片。

2、通过孩子们自己观察，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表达自
己的想法。孩子们的观察结果五花八门，但毕竟锻炼了孩子
的语言能力及表达力及观察力。

3、然后在孩子们的基础上我进入了正题：那你们仔细听听，
看老师讲的和你们刚才所说的是否一样，这时，孩子的兴趣
感已经被完全调动了起来，都安静地听着我讲故事了。我分
段进行了讲述，然后提问：刚才说的是否一样，不一样在什
么地方。其中好听的词语如：“飞驶四散无影无踪哭泣\埋怨
枯萎新颖噪音”等这些词语也让孩子们来理解其中的'意思，



看似孩子小，但逐渐的慢慢渗透，孩子会积累成多，随着时
间的推移，孩子自然会理解。

最后，完整讲述故事，孩子们有了整体的感觉，然后在抛出
问题，层层分析：如，刚开始小动物们为什么“眨眼间跑得
无影无踪”?“火车看见了，心情怎样”?“火车听了花儿的
诉说之后，他的心情又是如何”?“经过设计师改装过的火车
是什么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让孩子们真正懂得什么是“噪
音”，“噪音”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感觉?“什么样的声音才能
让人心情舒畅”等重点再此突出。

一个活动结束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遗憾和缺陷，这就要求
自己在经过反思中不断地修改，在修改中不断地进步，让下
一次活动更能完整地进行。

音乐活动教学反思篇十

1、应多设计一些让学生活动的音乐项目。如能够加入“群众
身势练习”，用拍手跺脚来更好的感受八分和十六分节奏。
这样学生的用心性会更高的。

2、小组合作学习分工要更明确，让每一组只完成一项资料，
这样学生的合作会更有效率。

3、教具的制作不够完美，比较粗糙，还可做得更好，比如能
够做一个大门，欢迎小鸡等。

这节课是我的一个创新尝试，虽然不完美，但是在创新教学
上我还是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地推
陈出新，让自我的思维火花点燃所有孩子的创造力！

1、教学环节缺乏一些创新的设计

2、教师过于强调自身的教，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