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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音乐欣赏课课堂教学探讨 
◆王  卉 

（河南省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河南省三门峡市  472000） 

 
摘要：音乐欣赏课教学活动的开展，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

其能够进入课堂中，感知和体验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进而提升其音乐

素养。从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借助多媒体技术、表演等多种方式欣赏音
乐，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学习兴趣，使学生发挥想象，深入

体会作品的内在情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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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环境下，艺术教育备受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
从学生全面发展角度来说，开展音乐教育能够增添其生活乐趣，
提升其艺术素养。现阶段，音乐欣赏教育已经成为美育教学的主
要内容，如何提高音乐欣赏课教学的有效性，也成为教学工作者
研究的重要课题。 

1 音乐欣赏课开展的意义 
音乐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具有普遍性和强感染力

特点，属于情感艺术。面向小学生开展音乐欣赏课教学，能够提
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同时也能够为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培养传
承人。小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欣赏能力有限，为了使其更好地体会
和感受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提升其音乐素养，教师要注重引导
学生亲身感受，掌握音乐作品情感表达的方式方法，进而更好地
感知。 

2 小学音乐欣赏的要点分析 
音乐欣赏的要点之一是听。音乐创作者通过声音来表达情

感，利用感官刺激引起聆听者的情感共鸣，因此为了达到欣赏的
效果，需要组织学生认真听。在听的过程中，感知和认知音乐的
情感内涵。教师在此环节，可采用提问法或者其他方法来启发学
生，使其能够从音乐风格和特点等方面来欣赏音乐。 

音乐欣赏的基础是唱，通过演唱歌曲，引起身体器官的共鸣，
进而感受音符的韵律变化，获得更好的体验。在音乐欣赏课教学
中，教师要教授学生音乐节奏和情绪控制方法。先分析音乐作品，
了解创作者的情绪表达方式，再学习如何演唱。在组织学生演唱
时，可以为其播放，带领其分析音乐作品，使其更好地把握演唱
技巧。 

音乐作品的欣赏，需要学生善于联想。因为音乐艺术门类众
多，和文学作品、美术作品不同，它是由情而动，具有抽象性和
模糊性等特点。组织学生欣赏音乐，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视野，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创新能力等，是音乐欣赏课教学的
目标。基于此目标，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思考
和体会。 

音乐欣赏课中，要做好“说”的把控。在音乐欣赏期间，教
师要注重组织学生讲述，表达出其对音乐作品的看法和感受。在
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各个层面入手进行音乐作品分析，使
其能够掌握音乐背景和演唱方法等。 

此外，音乐作品的表达，除了声音以外，还包括舞蹈、动作
等。在音乐欣赏中，结合作品中音乐要素特点，合理加入律动、
舞蹈，能够增强音乐的情感表现张力，进而更好地体会音乐内涵。 

3 小学音乐欣赏课的教学方法 
3.1 运用表演法 
在音乐欣赏课教学活动中，运用表演法能够增强学生的感情

体验，活跃课堂氛围，增强教学的有效性。利用标题音乐或者音
乐故事等，作为音乐欣赏课的教材组织学生编写歌剧，进行歌剧
表演。在表演前，教师要组织学生分析乐曲内容，明确每个音符
和每段旋律的变化表达的情感。接着，让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设
计剧情和动作，保证音乐故事的连续性。最后，为学生提供创作
和表演的空间和机会。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表演各自的作品，通
过评选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在表演的过程中，教师要
为学生留下发挥空间，使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音乐作品的
认识。 

3.2 做好教学评价 

每个人对音乐的解读是不同的。在音乐欣赏中，教师需要了
解学生对音乐情感的理解，在进行点评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
想法，积极鼓励学生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思考问题。不可以使用讽
刺或者挫伤性语言，以防打击学生的信心。除了教师评价外，还
可以采取学生自我评价方法和互相评价法，加强师生以及学生之
间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可以补充学
生思维领域的空白，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3.3 营造轻松的教学环境 
音乐欣赏课本应该是放松的、愉快的。这种课堂氛围与教师

合理地组织教学活动密切相关。课前导入，教师可以运用问题引
领方式或者游戏法，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在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运用对话式引导方式和学生分析音乐作品。对于学生有感而
发的跟唱不要过于限制，要调动其他学生一同参与，营造良好的
教学氛围，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3.4 合理选择欣赏素材 
音乐欣赏课的有效开展，要合理选择欣赏素材。对于素材的

选择，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其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等方面
出发合理地分析，选择欣赏素材。欣赏素材的选择不必局限于课
本，要从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出发，合理选择素材。教学使用的
素材，要富有情趣和表现力，能够有效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在
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实物展示或者乐器演奏等形式开展音乐
欣赏活动。采取兴趣激发方法，引发学生音乐欣赏的兴趣。在教
学的过程中，做好音乐欣赏教学课堂的调节，确保学生均能够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来。 

4 结束语 
音乐欣赏课教学活动的开展，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使其能够进入课堂中，感知和体验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进
而提升其音乐素养。从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借助多媒体技术、表
演等多种方式欣赏音乐，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學习兴
趣，使学生发挥想象，深入体会作品的内在情感，获得良好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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