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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融合的案例探究 
◆杨海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二小  广东省深圳市  518054） 

 
摘要：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现代教育领域中

的作用也在不断的突出。小学音乐教学作为小学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学生个人综合能力建设以及核心素养的培育具有十分积极的作

用。在核心素养培育导向下的小学教学发展趋势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以

为小学音乐教学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下就信息技术在小
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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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素养作为学生在小学阶段个人综合能力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在当前素质教育的环境下更是逐渐被人们逐渐关注与重
视。然而我国目前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工作开展的质量以及效率并
不乐观，存在的部分问题也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一个小提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也为小学音乐课
堂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如何有效的促进信息
技术与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也是当前我国小学音乐教
学工作者所关心和热议的一个问题。 

一、小学音乐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的场面性问题分析 
1、教学过于形式化 
随着多媒体技术凭借其直观以及有趣的优势在教学领域的

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者也开始逐步将教学工
作的开展与多媒体信息技术进行结合，但在此过程中也呈现出一
个重要的问题便在于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时的实际方法过
于形式化，这也使得小学音乐信息技术教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效
果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起到一定的不良作用。笔者通过观
察发现，当前部分小学音乐教师局限性的将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
教学的结合视为在课堂上播放一些有趣的视频或者是图片，并试
图通过这样与教学内容联系不大的方式来调动起学生对于教学
内容的积极性。这样做尽管可以为小学音乐课堂在教学氛围以及
教学环境带来一定的改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将学生够了多的注
意力放在了教师组播放的视频以及图片上，这样过于形式化的信
息技术教学也使得多媒体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独特优势难
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除此之外，这样形式化的教学方式也使得师
生之间的互动明显降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学音乐课堂
教学的质量。 

2、音乐教学主次颠倒 
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部分小学音乐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开

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教学的结合存在
局限性的认知。这不仅使得部分音乐教师的信息技术教学存在过
于形式化的问题，同时使得小学音乐课堂本身作为重点内容的音
乐知识成为了教师所播放的趣味视频的补充，主次颠倒的现象也
是限制多媒体技术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应用的一个
重要问题。除此之外，部分音乐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音乐教
学后，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在课堂上播放足够多的有趣视频便能
够调动起学生进行音乐学习的兴趣以及积极性，这便导致部分与
教师将更多的教学精力放在了精品课件的开发方面，反而难以投
入过度的教学精力进行理论知识以及音乐教学内容的准备和设
计。多媒体课件的错误应用也使得音乐教学本身的主要目标被不
同程度上弱化，从而使得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大打折扣。 

二、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应用的案例分析 
1、有效突出音乐教学内容 
信息技术教学本身直观的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教学内容并

更有效地与音乐教学的内容实现有机的结合，进而在充分突出音
乐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发挥信息技术教学本身的趣味化以及直
观的特点，从而有效的避免过于重视多媒体教学资源而忽视主要
教学目标的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小学音乐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
开展教学时，首先要对每节课的教学目标以及重难点内容做到提

前的梳理以及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在网上寻找适合本节课教学工
作开展的多媒体教学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有效的运用多媒体
技术突出教学重点以及难免的基础之上，运用活泼有趣的多媒体
教学资源来调动学生进行音乐学习的热情以及积极性，进而小学
音乐教学工作开展的质量以及效率的有效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小学音乐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丰收欢乐而归》的学
习时，由于本次教学的重点在于通过引导学生对于歌曲进行学习
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氛围以及生活情绪，这也是学生在进行乐
曲学习时对于乐曲速度以及情绪等重要因素把握的重点以及难
点。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具有特色的劳动生活类的歌
曲，诸如《采茶歌》等来为学生做乐曲学习的铺垫。在此基础之
上为学生播放一些关于农村地区丰收欢乐而归的图片，进而通过
创造和虎教学内容的情境来有效地引导学生发生情感上的共鸣，
以有效地增加学生对于劳动生活的理解以及感悟。 

2、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 
由于小学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以及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

响，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本身一个重要特点便在于具有
相对的开放性，这就要求音乐教师应当积极的与学生进行互动，
以不断提升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的理解以及掌握程度。因此，小学
音乐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时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地位，在贴合学生个人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之上有效地发挥信息
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独特优势。 

例如，小学音乐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歌曲《猜花》的学习时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并熟悉对咯这一种歌唱方式，因为教师可以为
学生播放音乐电影《刘三姐》中对歌的片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
学生对于对歌这一种歌唱形式有一定的了解以及熟悉，在此基础
之上，通过课堂上的问答方式激发学生对于对歌的个人创造力以
及想象力，并以此为基础引导大家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进行对
歌歌曲的创作。由教学知识牵引到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在充分
发挥学生教学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了对歌
这种歌唱方式。 

三、总结 
综上所述，小学音乐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过

程中应当注意避免出现主次颠倒的问题，在有效的突出教学的重
点内容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独特优势，同时要本着
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充分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进而为小学音
乐教学工作开展的质量以及效率的提升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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