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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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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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点篇一

教学内容：

聆听《小狗圆舞曲》。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表演和创编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心与观察能力。

2、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并能发挥想
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3、能选择适当的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重点：理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
并能发挥想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教学难点：分小组进行填写游戏，要求边说边做小动物的动
作。

教学过程：

一、常规练习



1、随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无规范动作要求，但
要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小练习：节奏练习

二、新课学习：

1、欣赏乐曲《小狗圆舞曲》。

2）复听，鼓励学生进入角色地进行表演，（教师可稍作引导
性动作引导学生参与即兴表演）

2、通过自编动作表演歌曲《小狗圆舞曲》，录音、学生的伴
奏、歌表演结合起来表演。

三、小结下课。（随着音乐，学生结伴律动出教室。）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点篇二

《小狗圆舞曲》是波兰作曲家肖邦作于1846——1847年间，
乐曲表现了一只小狗飞快的旋转着追逐自己的尾巴，乐曲篇
幅短小，速度很快，一气呵成。

所以在设计教案时，在初听时，让学生初步感受乐曲的情绪
是怎样的；再听时，让学生按节奏的变化区分乐曲分段并联
想两个主题描写了小狗怎样的形态，并随着音乐模仿小狗的
不同神态、动作，接着分组创编，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学生经过不同层次上的反复聆听及亲身体验，合作参与后，
使学生在体验中达到了有效欣赏的目的。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点篇三

教学内容：

聆听《小狗圆舞曲》。

教学目标：

1、通过聆听、表演和创编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心与观察能力。

2、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并能发挥想
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3、能选择适当的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教学重点：理解歌曲的内容，有感情的演唱，能填创歌词，
并能发挥想象力编创动作表演。

教学难点：分小组进行填写游戏，要求边说边做小动物的动
作。

教学过程：

一、常规练习

1、 随乐曲自编动作进室，（要求自创，无规范动作要求，
但要引导学生跟随音乐节拍或节奏）。

2、 复习前课内容：表演及唱。

3、 小练习：节奏练习

二、新课学习：

1、 欣赏乐曲《小狗圆舞曲》。



2） 复听，鼓励学生进入角色地进行表演，（教师可稍作引
导性动作引导学生参与即兴表演）

2、 通过自编动作表演歌曲《小狗圆舞曲》， 录音、学生的
伴奏、歌表演结合起来表演。

三、小结下课。（随着音乐，学生结伴律动出教室。）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点篇四

朗读方面朗读方面朗读方面朗读方面：

在有感情地朗读时，学生读完后请学生进行评价时，学生抓
住了"凉凉的""小小的"，为了让学生有更真切的了解，于是
引导孩子描述鸟蛋的样子，并让他们说一说，你眼中的鸟蛋
是什么样的？有的孩子说鸟蛋比鸡蛋小得多而且很光滑，我
看到的鸟蛋是很小的，有的说鸟蛋在树上……孩子们的思维
活跃起来，对鸟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于书中的"拿在手上
真好玩"读起来就水到渠成了。

工具性与人文性巧妙的结合工具性与人文性巧妙的结合工具
性与人文性巧妙的'结合工具性与人文性巧妙的结合——读中
渗透词语的理解读中渗透词语的理解读中渗透词语的理解读
中渗透词语的理解如：

"焦急不安"的处理你现在就是一只鸟妈妈，发现自己的宝贝
儿没有了你会如何？有的学生露出着急的表情，有的说的话
都已经断断续续，有的捶胸顿足……我进行一个小结，对这
就是"焦急不安"。你现在就快点读出鸟妈妈的焦急不安吧！
如：

"仿佛"的处理我到底听见没听见鸟儿的欢唱？在最后一节找
到答案，一会儿功夫，学生就找到了，那你能换个词说清楚
吗？引导孩子学会质疑引导孩子学会质疑引导孩子学会质疑



引导孩子学会质疑听了这位同学的朗读，你有什么不懂的问
题吗？学生自然会提出：

"为什么说两只鸟蛋就是两只小鸟？"个别学生也能解决这个
问题。再如：仔细读一读第三小节，这里有两个词感觉总是
有些矛盾？哪两个词呢？"连忙与轻轻地"为什么男孩一边要
快一点，一边还要轻轻地？学生的思维被调动起来了。

把握文本进行拓展练说把握文本进行拓展练说把握文本进行
拓展练说把握文本进行拓展练说在教学中充分运用图片，让
学生思考想象。

口哨与小狗教学反思评课优缺点篇五

我的欣赏课《溜冰圆舞曲》是这样设计的：初听时，让学生
初步感受乐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再听时，让学生按节奏的变化
区为乐曲分段，并辨别哪两个部分基本相似;分段听时，分析
比较两个主题在旋律进行及节奏上的特点，联想这两个主题
各描绘怎样的情境，并随着音乐模仿;接着分小组讨论，可用
哪些形式来表现乐曲?于是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有的创编故
事，有的用绘画等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乐队.然后出示一条旋
律，学生仔细观察后找出提示中的旋律进行及变奏规律，进
行创编乐曲，然后分别视唱改编前后的乐曲，再次体验旋律、
节奏等因索与乐曲情绪的关系。

这样经过在不同层次上的反复聆听及亲身体验、合作参与后，
使学生在体验、内化的基础上得出音乐的旋律进行及节奏变
化与音乐所表现的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再次合作，
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培养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这样的欣赏教学，学生
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实践能力均有提高;思维及反应能力较从
前敏捷;自信心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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