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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在音乐课堂中的作用
吴梦蝶  

徐州市贾汪区新新小学  江苏   徐州  221011

【摘要】随着教育的现代化，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在课堂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就需要更多新的成分加入我们的课

堂教学中来。多媒体作为一个全新的教育手段，就是把传统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音乐课作

为培养审美、培养技能、提升素养的一门学科，多媒体的加入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各种感官体验，还能

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丰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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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能够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
传统音乐教学的模式就是教师在弹奏，学生只能看

着书本，却感受不到谱例之外的音响效果。于是，近些

年在音乐教师的努力下，多媒体进入我们的音乐课堂中，

更加丰富了我们的教学内容。

学生们从小便对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都充满着浓

厚的兴趣，而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学生积极主动地

学习远比老师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效果要好得多。在多媒

体的运用过程中发现，通过形象生动的视频图片以及音

频的结合，使学生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产生了更加浓厚

的兴趣，这是优于传统教育的。

例如：四年级上册的《我们的田野》，课堂导入时，

我便一边播放歌曲，一边播放不同季节田野风景的视频，

孩子们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更加集中精神，让同学们

切身感受田野的舒适与美好，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四年级上册的《快乐的泼水节》是一首傣族歌曲，

通过多媒体展现出傣族泼水节的热闹景象，让学生感受

到傣族人民的热情，在学习过程中再向学生展示许多傣

族的乐器，带学生学习一些舞蹈动作，最后在拓展部分

带学生观看傣族舞《竹林深处》。让学生在视觉和听觉

过程中感受到音乐课堂带来的快乐。

2多媒体能够理解抽象的音乐知识
音乐课是欣赏美的课程，是一门抽象的艺术课程，

需要学生去领悟，慢慢琢磨。它不同于数学有其具体的

空间概念，也不同于语文有其具体的文字描述，因此，

音乐的理论知识需要用多媒体声像结合的方式让学生进

行理解，使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让抽象的理论知识

变得具体化，学生能够在快乐中学习，在困难中识记。

小学低年级音乐课程中在带领学生学习音阶唱名时，

学生们总是在学习完“mi”就忘记“do”，于是，在教

授这个知识点时，我便利用多媒体创设“音乐阶梯”，

把“do、re、mi、fa、sol、la、si”放于每个阶梯之中

从下到上依次排开，让学生们便于理解音高特点，把每

一个阶梯都涂上颜色，并且当点击这个阶梯时会发出相

应的音高。之后可以带领学生们进行游戏，当学生们说

出正确的音名时，阶梯里会出现小动物进行欢呼，这样，

学生在课堂中玩中学、学中乐、乐中体验、体验中领悟。

多媒体的使用，让枯燥无聊的音乐课堂变得丰富多彩，

让原本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生动。

3多媒体能够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音乐编创
音乐课程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培养

学生进行简单的音乐创编即是学生们对音乐的创造，作

为一名音乐教师，我们有义务通过一些简单的音乐创编

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在音乐课堂中，我们可以通过对

声音的模仿以及节奏的创编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

例如三年级欣赏课《森林水车》在创编环节时让学

生对水声进行模仿，学生用敲打玻璃杯模仿水流的声音，

用碰铃模仿水花拍打的声音，再配上合适的节奏，借助

口风琴的音高编配出自然的音乐，最后把学生们创编的

音乐收录再用多媒体进行播放，让学生们感受自己创编

的音乐，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创编热情。

再如在学习四年级上册《赶海的小姑娘》在创编环

节，要求学生们用不同的节奏 8小节体现出小姑娘的情

绪变化，学生们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对节奏进行创

编，选择不同的声音以及节奏进行自由组合，学生通过

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讨论和演练，之后选出几组同学进

行展示。当同学们展示之后，再次组织学生在节奏的基

础上进行旋律的创编，让学生们以“do、re、mi、fa、

sol”5个音进行简单的旋律创编，并借助钢琴、电子琴

等乐器准确音高，之后评选出优秀的作品进行收录，简

单修改之后再反馈给学生们。这样，学生们拥有更高的

热情进行创作，同时学生们通过合作的形式更加扩散了

思维，增长了见识，对音乐的学习更加充满兴趣。

音乐创编这一环节教师也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不

少教师不愿意接触这一环节，学生们也觉得无聊，开展

下去便有了阻碍。音乐创编这一环节在音乐课堂上占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自主学

习才得以展现。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引导学生把生活

中的声音变成生动的音乐，这样既增添了学生的创作兴

趣，也更加巩固了学生们对难点的掌握程度。

4多媒体能够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
小学音乐的教学不能仅局限于书本，传统的教学模

式已经满足不了学生对世界各地音乐的渴望，而教师也

不可能把所有的乐器和音乐呈现在学生的眼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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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的使用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增长学生的见识，

还能把世界各地的音乐集中于一个课堂中，让学生感受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

音乐课程中欣赏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多媒体的

使用使得欣赏课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老师可以从网上找

到各种演奏的乐器及其音色，用多媒体播放演奏的视频，

这样学生欣赏了乐曲的同时，也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乐器。

例如在学习四年级民乐合奏《金蛇狂舞》时，首先用多

媒体向学生们展示锣、鼓、镲等乐器，让学生们聆听这

些乐器的音色以及演奏特点，学生们在感受每件乐器的

特色之后再播放《金蛇狂舞》这个乐曲，学生们在认识

的基础上再进行聆听有助于学生们更好的掌握民乐合奏

的特点，也扩展了学生们对民族乐器的了解。再例如学

习《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管弦乐合奏时，首先带学生们

认识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弦乐器以及打击乐器，让学

生们一边了解西方管弦乐器，一边感受管弦乐合奏的辉

煌感受。多媒体的使用，使得学生们更加直观、更加清

晰地感受到不同乐器给人不同的情感色彩，逐步提高学

生的音乐审美。

通过音乐课堂的实践证明多媒体的使用带动了课堂

气氛，激发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也丰富了音乐课

堂的组成，让音乐课堂“活”了起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以后音乐课堂

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教师的教学质量也会随之不断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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