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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袁　珣

（兴化市景范学校，江苏 兴化 225700）

摘要：基于现代化教育改革视域下，小学音乐课程教师应及时接纳先进教学理念、打破当下教学壁垒，尝试引进新颖且有效的教学

方法来优化课程设置、构建高效课堂，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基于此，教师可以尝试在实践教学中引进趣味教学法，以此来增强

音乐课堂的趣味性和新颖度，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内需与动力，最终能使得他们全神贯注地沉浸到音乐课堂上获取乐理知识和歌唱

技巧，不断提升他们自身的音乐素养。如何在小学伊恩月课程教学中合理应用趣味教学法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教师们的重点研究课题，本

文将围绕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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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课程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学生的后续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为此，小学音乐教师应采取有效措

施来充分发挥该课程的育人价值，其中趣味教学法深受广大教师

们的认可与青睐，为此，教师可以尝试构建趣味教学课堂，不断

增强音乐课堂的趣味性和情感性，丰富学生在音乐课堂上的感知

与体验，进而能够深化他们对所学乐理知识的认知和理解，从而

能够将其运用到歌唱训练中，不断提升他们的歌唱能力和音乐素

养。由于深受现实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小学音乐教师在实践教学

中仍面临诸多问题，无形中限制了音乐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鉴

于此，本文以笔者教学经验为切入点，剖析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

中所存问题，并分析趣味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应用价值、

应用路径，以期对小学音乐教学者有所裨益。

一、趣味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应用价值

小学音乐课程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趣味性，为此，教师应尝

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引进趣味教学法，这样，不仅能够活跃课堂

氛围，还能够调动学生兴趣，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课程

学习中，逐渐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结合笔者的实践应用成

效可知，教师探寻合适契机引进趣味教学方法能够辅助教师创设

轻松、愉悦的音乐课堂，并未师生进行情感互动和学术交流创设

有利条件，使得学生能够在音乐课堂上获得丰富的情感感知和充

实的乐理知识，最终能够充分彰显他们在音乐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创设和谐融洽的班级氛围。小学音乐教学正是培育学生鉴赏能力

和艺术品位的初始阶段，教师可以借助趣味教学法来激发学生的

音乐学习兴致，提升他们的音乐素养，最终能够深化他们对音乐

的探究层次。

二、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中所存问题

（一）音乐教育不被重视

结合笔者的实践调研可知，部分教师、学生及家长对音乐课

程教学存在一定的认知偏见，使得音乐课程教学不被关注和重视，

习惯于构建单一且陈旧的教学模式，也并未挂车落实“以生为本”

的育人理念，以自我为中心开展的教学活动容易使得课堂氛围变

得沉闷、乏味，不仅无法调动学生热情，还无法提高教学质量。

此外，部分教师并未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理念，仅仅是完成了基

础知识、歌唱技巧的教学任务，并不关注学生鉴赏能力、感知能

力方面的培养，久而久之，便会消磨学生的音乐学习热情，甚至

还会直接影响音乐课程教学质量。

（二）教学方式亟待更新

如今，部分教师仍深陷固式思维中，并未及时接纳先进理念，

仍沿用说教式或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很难

为学生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同样，也无法增加音乐课堂的互动

性和趣味性，最终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抬头率，还影

响了音乐教学成效。教师应充分意识到，与其他学科相比音乐课

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先进教学理念和方式来

帮助学生夯实乐理知识、锻炼歌唱技巧，使得他们获得平衡发展。

再有，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有着活泼好动、思维发散的阶段性特

点，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为此，教师有必要结合学生的个性特征、

兴趣爱好以及基础水平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旨在切实提升他

们的音乐学习能力。

（三）教学设施有待完善

有些学校存在缺乏各种音乐设备、专门训练教室的问题，严

重限制了小学音乐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即便部分学校虽然建

立有独立音乐器材室和训练室，但是多数教师仅仅是借助先进技

术来开展简单的信息化教学，并未结合现有器材来设计教学活动，

仍是以基础教学和音乐鉴赏为主，并从而很难发挥音乐器材的辅

助教学作用。除此之外，还有的小学并未构建一支高素质、高水

准的音乐师资队伍，多是由其他教师兼任音乐教学，即便有专门

的音乐教师，也很少参与区域性音乐研讨会，并且还缺乏系统性

的专业培训，最终很难给学生提供优质的音乐教学服务。

三、趣味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应用路径

（一）增强师生互动，创设良好教学氛围

小学音乐课程教师应充分发挥音乐课程教学优势，为学生创

设轻松且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得学生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到音乐课

堂中，以愉悦、轻松的姿态开展音乐学习，从而能够促进失衡互

动、活跃课堂氛围。为此，教师可以尝试引进趣味教学法来提高

师生互动频率，最终能版主学生形成音乐素养和赏析观念。为实

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应探寻合适契机构建趣味课堂，秉承着寓

教于乐的教学原则来为学生和教师创造情感互动和学术交流的渠

道，丰富学生的对音乐学习的情感提亚，最终能够稳步提升音乐

课程教学质量。以教师讲解“种太阳”这首曲目为例，应先为学

生播放歌曲音频，之后需要抛出以下问题“同学们是否有过种植

植物的经历啊？”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回答道“我种过胡萝卜”“我

种过大蒜”... 教师还为学生讲述自己种植小葱的经历，从而能够

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故事中了解的中职过出来更好地

赏析歌曲、学习舞蹈，最终鼓励学生与教师一同载歌载舞，提高

他们的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从而能够通过增强师生互动来深化

学生对音乐的情感认知。

（二）革新教学理念，彰显学生课堂地位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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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述自己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和理解，学生只需要认真听讲和

跟唱练习，而这种单一且陈旧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得学生处于被动

的学习状态上，无法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终限制了学生的

创造性，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取得预期的教学成效。为此，

教师可以尝试引进趣味教学法来转变之前的教学理念和方式。第

一，及时转变教学理念，为适应新课改提出的音乐课程教学要求，

教师除去教授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着重关注学生的课堂感受，

为此，教师可以以学生兴趣爱好为切入点来开展教学活动，进而

能够实现激趣教学。第二，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教师应采取富有

趣味性的教学方式来锻炼学生的鉴赏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

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还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以教

师阿静姐“排排坐，吃果果”这首曲目为例，需要引导学生拍好

作为，并模仿 mv 中吃果子的场景进行歌唱来年逆袭，这种耳目一

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吸引学生沉浸

到情境中学习音乐知识。教师通过引进趣味教学法来开展教学活

动，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满足感。

（三）组织音乐游戏，激发学生音乐兴趣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有着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性格特征，

鉴于此，教师需在把握学生认知层次和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引进趣

味教学法。其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音乐游戏，以此来调动学

生的自主性，激发他们的好胜心，使得学生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

到游戏活动中，不仅能够拉近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还能够切

实提升教学质量。结合笔者教学经验可知，教师讲游戏引进音乐

课堂，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还能够营造和谐氛围。以

教师讲解“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曲目为例，可以先为学生播放音频，

使得学生能够结合歌词内容“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绿绿

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来进行

角色扮演，有的学生扮演蜗牛、葡萄树、黄鹂鸟以及其他动植物，

吸引学生能够以角色身份参与到摘葡萄中。在此过程中，教师还

应及时给予学生指导和版主，辅助学生完成表演，但是还应留给

学生自由发挥空间，从而能够使得学生能够依据自己的认知和感

受将故事表演出来。这样，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歌词内容的认知

和理解，最终能够切实提升音乐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四）导入教学视频，提高学生认知层次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还未形成完善的认知思维和知识体系，

他们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身边事物的影响，为此，教师应结合

他们的阶段特征来开展趣味教学，其中可以引进先进技术来为学

生播放视频动画、展示图片文字，使得学生能够在视听双重享受

中获取乐理知识和歌唱技巧，最终能够激发学生好奇心、吸引他

们注意力。以教师讲解《土拨鼠》这首曲目为例，教师应先在准

备环节为学生搜索与土拨鼠相关的视频动画，并进行下载剪辑。

在音乐教学导入环节中为学生播放剪辑的视频片段，使得他们能

够深入了解土拨鼠的身体结构和生活形式。之后，教师还应鼓励

学生进行自由交流，并与学生取得课堂互动“看了土拨鼠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啊？”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的！”

之后，教师还应为学生创设以下情境“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新歌

曲名字也叫《土拨鼠》，那现在让我们听一听这首曲子到底歌唱

的什么内容？”这样，能够吸引学生沉浸到音乐课堂中，并积极

地回答问题、探究任务。结合教学经验可知，教师可以采取多种

多样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其中借助多媒体技术为

学生播放视频动画的方式有着显著的教学成效，为此，教师应不

断丰富课前导入环节，剪辑精彩视频，最终能够为学生营造和谐

氛围，发挥音乐课程的育人价值。

（五）应用声势教学法，优化音乐体验

“声势”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声势

教学是以人体为工具，通过肢体运动来产生声音。“声势”比语言、

音乐都要早，其表现形式更加直观。在音乐教学中，常用的声势

有拍手、跺脚、拍腿、捻指、弹舌等。将声势添加到音乐教学内

容中，能够丰富其音乐的表达。然而，在我国的小学音乐教育中，

肢体律动的运用却很少。

比如，拍手是把两只手放在胸腹之间，用右手的手指敲打左

手的脚跟，产生一种共鸣的感觉，拍手可以很好地体现乐曲的音

高和强度。捻指，是指中、拇指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这既是对

学生的音乐表现，也是对学生手指的灵活性的一种测试，所以在

小学生中很流行。弹奏是一种很有趣的乐器，它的声音很好听，

是小学生最爱听的一种乐器。声势训练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能提高学生对音乐表达能力的掌握。在声势练习中，教师要注

意维持现场的秩序，避免随意拍手跺脚。例如，在《谁唱歌》这

首歌中，有小鸟，有喜鹊，有公鸡，有鸭子，有小鸟，有喜鹊，

有公鸡，有鸭子。这个时候，学生们可以根据音乐在教师做出相

应的手势模仿这些小动物。这种方法既能有效地调动课堂的氛围，

又能使学生记住歌词，又能充分体会到学习音乐的乐趣。

（六）拓展教学空间，丰富音乐元素

如果把教学内容限定在教科书中，那么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能力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教师可以扩大课程的教学范围。

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体验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和创造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音乐作为一门

艺术学科，其地位日益凸显，对学生的艺术情感也日益引起人们

的重视。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周边的教学资源，拓展教学

的范围，让学生在丰富的音乐素材中陶冶自己。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鼓励同学们对音乐资源进行整

理，例如学习《唱脸谱》这首歌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在课下

收集整理关于脸谱的素材，把音乐学习拓展到教室以外，让学生

感受到音乐的美妙，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激发他们的协作

精神。或者运用信息技术，让学生们找出音乐的创作背景，找出

这个京剧的不同唱法，更好地了解这首歌，增强对它的理解。同时，

学生们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大量的音乐作品进行整理，倾听不

同乐曲所传达的各种情绪，感受到音乐中所流露出的激情与喜悦。

总之，教师可以应用信息技术拓展教学资源，指导学生自主检索

音乐素材，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知识。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伴随新课改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入，小学音乐教师

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音乐教

学服务，鉴于此，教师有必要探寻合适契机来引进趣味教学法，

旨在增强音乐课堂的趣味性和新颖度，在完成既定教学任务的基

础上，拓展学生认知视野、充实他们音乐知识，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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