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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唱游教学是深受学生喜爱的音乐

学习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并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引导学

生深入地感受音乐，帮助学生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打好音乐学习的

基础。本文就低年级音乐课唱游教学展开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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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颗不断生长的树木，唱游则是这颗树上鲜绿的枝叶。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小学音乐教学也逐步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要求教师重视起音乐教学，探究在音乐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素养，

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以及音乐学习兴趣的方法，唱游教学作为

小学音乐教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能够引导学生“在唱中玩，

在玩中学”，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影响，作为

教师，应当提起相应的重视。

一、小学低年级音乐课开展唱游教学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小学低年级音乐课中开展唱游教学，运用音乐游戏、律动、

音乐表演、集体舞、节奏乐等综合性音乐艺术手段，能够充分运

用好学生对于游戏的强烈兴趣，引导学生将对游戏的兴趣逐步转

移到对音乐的兴趣之中，在参与音乐游戏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

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去接触学习音乐知识，

为学生中高年级音乐知识的学习打好基础。

（二）深入感知音乐内容

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差，对于音乐的理解能力

也较差，往往难以深入地感知音乐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情感， 

这就影响学生自身音乐素养的发展。为学生开展唱游教学，引导

学生通过游戏的方式来进行音乐的学习，教师可以以游戏为切入

点，让学生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对音乐进行深入感受，感受蕴含

在音乐中的情感，从而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理解。

（三）发展学生创造思维

在小学低年级音乐课中开展唱游教学，教师在引导学生通过

游戏学习知识时，会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去进行自主

学习，结合游戏去感受音乐，学习音乐，这样能够打破学生思维

的局限性，让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发挥的舞台，充分发挥出想象

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创造思维的发展。

二、小学低年级音乐课开展唱游教学的方法

（一）注重兴趣培养，开展趣味唱游教学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的学习往往缺乏清

晰的概念，并且这一阶段的学生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在

课堂中往往表现得较为活泼，任何有趣的事物都能够夺去他们

的注意力，使学生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课上，影响学生音

乐素养的发展。只有保证音乐课堂拥有足够的趣味性，能够将

学生的注意力一直集中保持在课堂之上，才能够保证学生的学

习质量，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柯达伊教学法中也指出，

要用好的方法在学校教导学生学习音乐和唱歌，让学生将其当

作一种享受而非折磨。唱游教学在趣味性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作为教师，在开展唱游教学时注意趣味课堂的开展，培

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二）注重师生互动，设计肢体互动游戏

在小学低年级音乐课中开展唱游教学，教师需要注重师生之

间的互动，若是缺乏互动，学生对于音乐课堂就会缺乏足够的融

入感，难以深入感受音乐中蕴含的知识与情感，同时，缺乏融入

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使得学生不愿

主动进行学习，影响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认为，

在音乐教学中，只训练学生的耳朵与嗓音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

要练好学生的姿势、形态等各种肢体动作，这样能够培养学生的

节奏感，让学生的感情更加细腻，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为学生设计肢体互动游戏，运用肢体语言展开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做出动作，学生根据教师的动作做出相应的

反应，在动作中穿插音乐的歌唱，能够有效地加强学生的融入感，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

（三）明确学生自主，发展学生创造思维

新时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发展的空间。在小学低年级音乐

课中，唱游教学也能够充分明确学生的自主，引导学生自主想象

与发展，奥尔夫教学法认为，在音乐教学中应当回归学生的本性，

启发学生本能的表现力，引导学生本能地表现自己。作为教师，

给予学生自主发挥的空间，引导学生自主游戏学习，充分发挥出

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自行理解音乐的内容，想象音乐的情境，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创造思维的发展。

（四）深入分析音乐，结合音乐开展教学

在开展小学低年级音乐课唱游教学时，教师要意识到，唱游

教学的开展必须要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脱离音乐，唱游教学

固然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很

难将自身所参与的游戏与学习的音乐联系起来，从而影响学生对

音乐知识的理解，使得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作

为教师，在开展教学前应当深入地分析音乐，结合音乐探索唱游

教学开展的方法。例如，在学习《蜗牛与黄鹂鸟》时，教师可以

结合开展唱游教学，引导学生根据歌词做出相应的动作，在唱到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时，教师带领学

生双手背在身后，慢慢地向上蹦，做出向上爬的动作。在唱到“阿

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嘻阿嘻哈哈在笑它”时，教师带领学生做

出嘲笑的动作，嘲笑蜗牛慢悠悠地向上爬。在对话环节，教师也

可以分别让学生扮演黄鹂鸟与蜗牛的角色，展开对话，围绕着音

乐的内容开展唱游教学，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学

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游戏，同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音

乐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欢快情绪，从而加深学

生对音乐的理解，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

三、结语

在小学低年级音乐课中开展唱游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

握相应的音乐知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音乐技巧，更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真正地爱上音乐，为学生中高年级音

乐知识的学习打好基础。作为教师，应当积极地探索唱游教学开

展的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参与到唱游音乐课堂之中，培养学

生对于音乐的兴趣，让学生能够充满愉悦地步入音乐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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