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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为引领，构建小学音乐高效课堂
刘国卿

（河套学院，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摘要：《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分为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和影视五大模块，提出要坚持以美育人，重视艺术体验，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师要立足新课标，积极渗透美育教育，创设审美情境，让美育引领音乐课堂；

带领学生鉴赏民族音乐，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和文化自信；积极开设第二课堂，开展器乐教学，让美育浸润学生心灵；组织多元化音乐实

践活动，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提升他们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开展跨学科教学，促进音乐与舞蹈、戏曲等艺术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审

美能力，加快构建小学音乐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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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美育教育成为小学音乐

教学改革热点，有利于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培养他们发现美、欣赏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小学音乐教

师要以美育为引领，拓展音乐课教学内容，利用微课创设音乐审

美情境，引导学生多角度鉴赏音乐作品，加深他们对旋律、节奏、

歌词和情感的理解，从而提升他们审美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

组织多元化艺术实践活动，促进音乐和舞蹈、戏曲等艺术的融合，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发挥出音乐学科美育和德育价值，让音乐浸

润学生心灵，让美育陶冶学生道德情操，进一步提升小学音乐教

学质量。

一、小学音乐教学渗透美育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小学生艺术素养

小学生想象力丰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相对于语文、

数学、英语等文化课程，他们更喜欢音乐课程，更渴望在音乐课

上探索艺术世界、抒发个人情感。美育教育融入小学音乐教学，

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小学生的艺术天赋，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引导

他们把想象力、创造力融入演唱、舞蹈表演中，进一步提升他们

发现美、感悟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还可以带领学生了解多姿多彩

的民族音乐，增强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提升

他们的艺术素养。

（二）有利于陶冶小学生道德情操

美育教育是新时期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德树人方

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美育教育融入小学音乐教学，有利于督促教师挖掘教材中蕴含的

美育元素，进一步拓展音乐教学内容，带领学生鉴赏传统戏曲、

民族器乐、少数民族歌舞，让他们体验多姿多彩的传统艺术，激

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陶冶小学生道德情操。

（三）有利于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

美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催化剂，有利于促进多学科融合，

进一步促进器乐演奏、声乐、音乐欣赏、舞蹈教学的融合，让学

生在音乐学习中形成对真、善、美的认知，让他们通过舞蹈训练

提升身体素质和肢体协调性，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的美

好品德。同时，教师可以开展西方管弦乐、民族乐器教学，让学

生掌握管弦乐演奏技巧、民族器乐演奏技巧，进一步端正他们对

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态度，进一步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提升小学音乐教学质量

美育教育有利于促进小学音乐课内外教学衔接，督促教师积

极开设第二课堂，例如组建管弦乐团、民乐团，让学生接受专业

的器乐演奏训练，从而提升他们审美能力，让他们感受中西方器

乐演奏方式、编曲等方面的差异，对音乐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拓展，

从而提升音乐教学质量。此外，教师还可以在第二课堂开展葫芦丝、

竹笛、二胡等民族乐器普及教学，为学生讲解源远流长的民族乐

器历史，加深他们对民族乐器的了解，鼓励他们练习民族乐器演奏，

从而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和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小学音乐教学水平。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美育教育渗透现状

（一）音乐美育教育理念缺失

部分小学音乐教师更看重学生是否学会演唱歌曲、鉴赏歌曲，

注重音乐知识的传授，对美育教育不太重视，忽略了学生对音乐

美的感受，音乐鉴赏教学只是浅尝辄止，导致学生对音乐作品鉴

赏只是停留在好听不好听，缺乏深度审美能力。部分教师对美育

教育的理解比较片面，把美育教育等同于审美教育，忽略了挖掘

音乐品德之美，对民族音乐、革命红色歌曲的教学流于形式，影

响了美育教育和音乐教学的融合。

（二）美育教育素材挖掘不够深入

新版人教版小学音乐教材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教育元素，但是

很多教师对美育教育元素的挖掘却不够深入，局限于歌曲鉴赏教

学，忽略了挖掘更深层次的民族音乐文化、西洋音乐文化和音乐

家励志故事等美育教育元素，难以达到美育教育要求。由于美育

教育素材单一，难以呈现音乐独特的美育价值，也难以激发学生

发现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审美能力和美好

品德的培养。

（三）第二课堂建设缓慢

目前很多小学音乐美育教育局限于课堂教学，忽略了创办第

二课堂，难以把美育教育延伸到课外，缺乏良好的艺术教育氛围，

无形中影响了校园文化建设。部分学校虽然开设了音乐第二课堂，

但是第二课堂仍然以声乐、舞蹈教学为主，忽略了创办管弦乐团、

民乐团，难以为喜爱乐器演奏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民族乐器普

及教学开展比较少，难以让学生体验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民族

音乐文化，影响了小学音乐美育教育质量。

（四）音乐美育缺乏特色

小学音乐美育教育普遍存在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时代感和创

新，音乐社团缺乏特色等问题，忽略了把地方文化融入美育教育中，

导致美育教育缺乏特色，影响了音乐教学改革，也让音乐教学质

量大打折扣。部分学校音乐美育教育盲目照搬其他地区、其他学

校经验，忽略了结合本校学生音乐基础、音乐教学水平开展美育

教育，导致美育教育流于形式，影响了小学音乐教学和美育教育

的融合。

三、美育背景下构建小学音乐高效课堂的有效路径

（一）微课创设美育教育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了加快高效课堂建设，小学音乐教师坚持以美育教育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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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微课，创设沉浸式审美教学情境，引导学

生在情境中欣赏美、感悟美和创造美。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土耳

其进行曲》来制作微课，剪辑交响乐团现场演出视频，带领学生

鉴赏西方交响乐，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首先，教师可以

在微课中介绍莫扎特创作《土耳其进行曲》的故事，结合交响乐

团演出视频来讲解曲谱，这首作品全曲灵动跳跃、轻快俏皮、铿

锵有力，气势雄伟，具有典型的土耳其风格，主题部分轻盈活泼，

结尾壮丽辉煌、强劲有力。同时，教师可以介绍交响乐团中的竖琴、

小提琴、横笛、小号等乐器，让学生了解更多西洋乐器知识，让

他们感受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不同，端正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

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交响乐鉴赏体验，让他们主

动参与课堂互动，进一步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有的学生认

为《土耳其进行曲》听起来就像是阅兵式的伴奏音乐，气势恢宏，

让人振奋人心，曲调更加华丽。有的学生认为《土耳其进行曲》

融合了钢琴、小提琴、小号、竖琴和大提琴等乐器，音色更加华丽、

优美，主题部分旋律舒缓，让人放松身心，结尾部分旋律加快，

让人意犹未尽。

（二）开展民族音乐专题教学，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小学音乐

美育教育提供了优质素材。因此，音乐教师要积极开展民族音乐

专题教学，带领学生了解各种民族乐器、民族歌曲，进一步激发

他们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从而提升他们文化自信，让他们主动参

与课堂教学，师生携手构建高效课堂。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

赏古筝名曲《渔舟唱晚》，播放演奏视频，引导他们分析这首作

品旋律、音调、节奏和情感等要素，加深他们对民族乐器、器乐

演奏的了解，提升他们欣赏美、体验美的能力。教师可以准备一

架古筝，为学生演示古筝演奏弹拨式演奏方法、基本指法，演奏

古筝时，左手伴奏部分大都在低音区，掌握好距离使其声音浑厚

悠长，示范颤音的演奏方式，弹到重音时注意身体前倾，轻音时

要将腰重新伸直，让他们了解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此外，教师

可以为学生讲解《渔舟唱晚》创作背景、蕴含的情感，第一段为

慢板，旋律比较平缓；第二段音乐速度加快；第三段为快板，形

象描绘了夕阳西下，晚霞斑斓，渔歌四起，渔夫满载丰收的喜悦

欢乐情景，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民族音乐

有利于丰富学生音乐知识储备，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音乐魅力，

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自信。

（三）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提高学生艺术素养

学校要积极开设音乐第二课堂，拓宽音乐美育教育渠道，促

进课内外教学衔接，从而加快高效课堂建设。第一，学校可以成

立管弦乐团，选拔精通管弦乐演奏的音乐教师担任乐团负责人，

让他们负责乐团日常训练，进一步深化美育教育，提升校园文化

建设质量。教师可以带领管弦乐团排练《蓝色多瑙河》《费加罗

的婚礼》《埃及波尔卡》等曲目，并讲解单簧管、小提琴、大提

琴、长笛等演奏技巧，进一步提升管弦乐团演奏水平，提高学生

音乐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学校可以定期组织管弦乐演出，为本

校师生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营造良好的音乐演出氛围，提高师

生们的音乐审美能力，进一步拓展美育教育渠道，从而提升音乐

教学质量。第二，学校还可以成立民乐团，由音乐教师负责二胡、

古筝、琵琶、古琴等乐器演奏教学，带领民乐团练习演奏《金蛇

狂舞》《春节序曲》等民乐作品，尝试演奏流行歌曲，展现民族

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进一步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此外，第二

课堂可以开展民族乐器普及教学，由音乐教师讲解葫芦丝、竹笛、

二胡等民族乐器演奏技巧，让更多学生了解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

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民族自豪感，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构建

高效音乐课堂。

（四）组织音乐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创造美的能力

小学生脑海中充满了奇思妙想，自主创作意识更强，为音乐

美育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音乐教师要组织多元化音乐创作活动，

鼓励学生自主创编，激发他们的艺术创作灵感，提升他们核心素

养。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尝试民乐合奏与合

唱结合、管弦乐演奏和舞蹈结合，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让他们在创作、表演过程中体验音乐魅力，进一步提升他们欣赏

美、创造美的能力。有的学生挑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作为创

作原型，尝试把京剧和民乐演奏表演融合起来，采用现场伴奏的

方式来演唱这一京剧经典选段，进一步感受不同音乐元素的碰撞，

提升音乐表现能力和审美感知能力。此外，教师可以尝试促进管

弦乐团和民乐团的合作，尝试让他们合作演奏流行歌曲《万疆》《灯

火里的中国》，促进中西方音乐的碰撞，进一步促进美育教育和

音乐教学的融合，从而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提升音乐

教学效率。例如管弦乐团和民乐团可以讨论流行歌曲曲谱，合理

划分演奏任务，并根据排练效果来调整歌曲节奏、旋律和音调等，

让管弦乐和民乐的融合更加流畅、自然，进一步提升演奏能力，

打造独特的音乐美育教学模式，从而构建小学音乐高效课堂。

（五）开展跨学科教学，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小学音乐教师要积极开展跨学科教学，促进音乐与舞蹈、戏

曲和信息技术等学科的融合，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让音乐美育浸润他们的心

灵。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少数民族歌舞教学，引导学生自主选择

民族乐器进行伴奏，由擅长跳舞的学生编排舞蹈，由擅长独唱的

学生负责演唱歌曲，把音乐、舞蹈、器乐演奏融为一体，打造特

色音乐节目，进一步提升小学生的审美和创造能力。例如学生可

以挑选傣族舞蹈，把《月光下的凤尾竹》作为背景音乐，选择葫

芦丝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利用互联网搜集傣族舞蹈视频，积极进

行节目排练，保证节目表演效果。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尝试

流行歌曲串烧，让他们选择自己擅长的乐器进行伴奏，例如吉他、

小提琴、单簧管等乐器，也可以鼓励他们与其他同学合作演出，

进一步激发他们音乐表演积极性，活跃音乐课堂氛围，进一步提

高音乐教学质量，构建有趣、好玩的音乐高效课堂。

四、结语

总之，小学音乐教师要积极渗透美育教育，把美育教育融入

欣赏教学、第二课堂教学、音乐实践活动等模块，促进美育和音

乐教学的深度融合，微课创设沉浸式审美情境，引导学生深度、

多角度鉴赏音乐作品，进一步培养他们欣赏美、感悟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同时，教师要积极指导管

弦乐、民乐团演奏训练，带领他们尝试不同风格音乐作品，弘扬

民族音乐文化，激发学生音乐想象力和创造力，进一步提高他们

的艺术创作能力和表现能力，师生携手构建小学音乐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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