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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少先队活动与音乐融合研究

艾洪雪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净月分校　吉林长春　130021

摘　要：将音乐融入小学少先队活动，能够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团队协作能力。为此，

本文将从创设音乐情境、结合音乐丰富活动内容、拓展少先队活动内涵、借助音乐培养生活习惯出发，提出具体的融合策略，

以期为少先队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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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小学的必修活动课，少先队活动旨在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为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为了发

挥活动的教育意义，教师可以将少先活动与音乐结合。借

助科学、优美的音乐内容，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更好

地输出音乐与少先队活动的育人要素。

1 小学少先队活动与音乐融合的重要性

1.1 促进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少先队活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策略，音乐是

艺术教育中的关键要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创

造性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集体协作技能。所以，在少

先队活动中融入音乐，一方面能让学生在活动参与中获得

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能借助音乐感染效果，增

强他们的艺术素养及综合能力。除此之外，借助合唱表演、

舞蹈艺术与乐器演奏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合作素质与自

我表现能力，这能强化学生的综合素养。

1.2 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参与热情

音乐的吸引力与感召力相对较强，这使得其能够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积极性。

为此，在少先队活动中融入音乐，有利于增强活动的趣味

性，并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将音乐融入集体主题活动，

设计音乐表演及互动，能让学生在轻松和愉快的环境下吸

收知识，以此发挥活动的教育价值。

1.3 促进身心健康，培养良好品德

促进音乐与少先队活动相结合，能够降低学生的学习

压力和增强他们的情感体验，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音乐是常见的教育媒介，能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其在曲

调及词句的协调下，能传播富有正能量的精神内涵，并引

导学生形成规范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少先队活动中通过

表演振奋人心的歌曲，并表演具有道德意蕴的话剧，能促

进学生在体验与互动中领悟音乐魅力，进而促进他们身心

健康与塑造优良品德。

2 小学少先队活动与音乐融合的原则

2.1 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体差异

为了在少先队活动中融入音乐，要遵循以生为本的思

想，面向全体学生设计活动，以满足学生的身心成长特点

及个性化需求。这是因为对于音乐领域来说，学生的年龄、

性格与个人兴趣存在差异，这通常会导致他们的音乐理解

能力、接纳思维和艺术形态有所不同。对于这种情况，教

师要从学生的具体状况与需求出发，设计并实施多元化活

动，进一步丰富少先队活动内容，旨在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

为了满足低年级学生的需求，可以在少先队活动中引进基

础的音乐旋律训练及儿歌；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的需求，

可以组织合唱与乐器演奏等的高阶思维活动和音乐表现形

式。为了提升少先队活动质量，还要关注学生的差异需求，

引导他们围绕个人兴趣参与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2.2 寓教于乐，注重教育性

音乐与少先队活动融合是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策略，

而寓教于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这能凸显少先队活动

的教育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活动一方面要为学生带

来愉悦感，另一方面要深入对其施以教育性熏陶与启发性

思维引导，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另外，教师也要

结合少先队活动目标及宗旨优化活动内涵，以此确保活动

质量和教育价值。借助音乐活动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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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利用音乐表演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及自我表现能力，

结合音乐创作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及想象力。在这些活动

的参与下，能确保学生在愉快及轻松的环境下参与，以增

强少先队活动的教育效果。

2.3 贴近实际，注重实践性

少先队活动能为学生观察外部世界与社会实况提供平

台，所以，将音乐元素融入多元化活动，必须重视其实践性，

让学生通过参与领略音乐的独特美感和感知音乐的内在力

量。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生活状态及社会实践经验构思与之

贴近的活动内容，优化少先队活动形态，从而提升学生的

综合能力。首先，可以引导学生参与社区与养老机构的公

益表演活动，让他们感知音乐的社会功能：其次，指导学

生参与音乐竞赛和艺术节活动，增强他们的舞台表现能力

与合作精神；最后，应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音乐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

力与实践能力。

2.4 整合资源，注重协同性

为了推进音乐艺术融入少先队活动，整合人力、物质

与信息资源具有积极意义。对于这一过程而言，要最大限

度地统筹兼顾各类资源，以此促进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一，

学校可以引进具有专业素养的音乐教师或艺术创作者，以

此增强少先队活动的专业性与艺术价值；第二，要借助学

校的音乐设施与器材设计活动，优化物质支持；第三，要

利用互联网资源库优化少先队活动，引进多元化素材及激

发学生的创意灵感。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应促进

不同部门、岗位的合作，通过形成合力促进活动进行。

3 小学少先队活动与音乐融合的策略

3.1 创设音乐情境

一要选择契合主题的音乐。为了促进少先队活动的进

行，教师要结合活动的核心主题精心挑选相应的音乐，这

能确保少先队活动与音乐的融合效果。同时，通过挑选符

合少先队活动主题的音乐作品，能为学生营造趣味活动氛

围和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在选择音乐的过程中，为了深

刻表达活动主题，教师也要关注音乐旋律，以此强化学生

对少先队活动内涵的理解。

二要利用音乐布置活动场地。场地布置与设计在创设

音乐情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少先队活动执行中，教师

可以根据活动主题播放相关音乐。首先，在亲子互动方面，

可以融入旋律相对柔和的儿歌；其次，在节日庆典中，可

以播放节奏轻快的民谣；最后，可以将具有音乐符号的气球、

乐器模型应用于空间装饰，从而塑造出深邃且富有内涵的

音乐情境。这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增强音乐的艺术感染

力，让学生更积极地投身活动。

三要设计音乐互动环节。设计音乐互动是少先队活动

实施的重中之重，也是营造音乐氛围的核心策略。为了提

升少先队活动质量，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

在音乐竞赛活动中围绕特定活动议题创作歌词，并进行表

演，这能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强化他们的协作技巧及创

造性思维。另一方面，还要发挥音乐互动的优势，以此强

化学生对活动内涵的感知和对少先队组织的尊重。

3.2 结合音乐丰富活动内容

第一，融入音乐表演。为了拓展活动内涵，要促进音

乐表演与少先队活动相结合。首先，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参

加合唱、跳舞和各种乐器演奏活动，为学生彰显艺术天赋

和魅力提供平台，这能增强他们的艺术素养，激发他们的

自信心。其次，为了增强班级凝聚力，强化学生之间的向

心力，可以引进音乐演奏，致力于将活动推向高潮，利用

音乐的独特魅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激发参与度。

第二，开展音乐主题讲座。在小学少先队活动中，除

了实施音乐表演，教师还可以根据音乐内涵组织与实施主

题演讲或实践研讨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音乐基础理论

并主动探究音乐的历史渊源，然后阐述不同音乐流派特点

及风格。与此同时，借助讲授方式，学生也能掌握音乐的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这能丰富他们的认知视野，不断提

高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力。为了促进学生高效率参与，学校

还可以邀请具有专业技能的音乐从业者、教师参与专题演

讲，并结合学生实践需求组织积极的互动对话，这能唤醒

学生的音乐热情，激发他们的艺术创造力。

第三，结合音乐进行创意活动。在少先队活动中呼吁

学生融入音乐元素，实现创新性艺术表达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对此，学生可以创作音乐主题的祝贺卡片、完成具有

音乐内涵的短篇故事以及绘制音乐主题视域下的海报，借

助这些多样化艺术形式，能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创

造性思考能力和音乐感知能力。另外，通过公开展示个人

的创作成果并进行共享，能强化学生的自信心、语言表达

能力与互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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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拓展少先队活动内涵

一方面，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学生在少先队活动中具

有接触并深入学习民族音乐作品的机会，常见的有蒙古族

的《长调》、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这些都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学生通过参与此类活动，能了

解不同民族音乐的内涵、文化风格以及意境特色等，这对

丰富他们的音乐视野具有积极意义。在民族音乐教育指导

下优化少先队活动，学生也能感知音乐美感，以此激发他

们的文化自信心，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

另一方面，开展音乐公益活动。音乐具有良好的感染

力和传播效果，所以可以被当作公益活动的高质量媒介。

为此，在小学少先队活动中引导学生投身各种音乐慈善事

业，如面向经济落后地区的儿童捐助乐器，为社区老年人

提供文艺表演服务，这些能让学生感知音乐的趣味性、影

响力及社会价值，从而达到传达关怀与温情的目标，以更

好地实现少先队活动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3.4 借助音乐培养生活习惯

首先，利用音乐进行晨练和晚寝管理。晨练与晚寝管

理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的关键活动，而音乐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策略。在晨练与晚寝管理过程中播放节奏轻快的音乐，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生理机能和促进他们积极参与晨练活动。

而在晚寝管理过程中，少先队组织可以播放旋律柔和的音

乐，目的在于让学生放松身心和顺利地过渡至睡眠状态。

由此可见，优化音乐管理模式能提高学生的日常生活质量，

并强化他们的时间管理能力，增强学生的自律意识。而学

生在音乐的熏陶下也能尽情享受晨曦与黄昏中的快乐时光，

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其次，结合音乐培养卫生习惯。学生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及行为习惯尤为重要，这也是学生全面发展中必不可

少的素养。所以，在小学少先队活动中融入音乐艺术，利

用音乐加强卫生习惯教育，通过创作囊括洗手、刷牙、居

室整理等生活卫生行为的儿歌与音乐作品，然后在学生群

体中广泛传播，这能让他们在歌唱与传唱过程中逐渐内化

并形成良好的卫生行为模式。这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健康观

念并让他们在愉悦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优良的行为习惯。同

时，在音乐传播媒介的参与下，学生不仅能接受卫生教育，

而且能强化他们对卫生行为的理解、记忆和认同，这对营

造积极向上的卫生习惯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借助音乐进行情绪管理。学生掌握情绪调节技

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他们成长与发展中必不可少

的能力要素。音乐在艺术领域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传达

手段，对学生进行情绪自我调控尤为重要。促进少先队活

动与音乐元素相结合，能让学生接触、深度研究不同音乐

风格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及民谣等，从而帮助他们在音

乐律动中找到情感共鸣策略，以此寻求精神解脱途径。与

此同时，音乐创作能够指导学生抒发情感和调控情绪，教

师可以指导学生写作日记式曲词和宣泄心绪的歌词，这能

促进学生表达情感。学生通过参与此类音乐活动，能提高

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艺术素养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此外，

学生也能在音乐的陪伴与心灵慰藉下更主动地应对生活中

的挑战和逆境，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

综上所述，在小学少先队活动中融入音乐元素，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少先队活动也是一项富有创意和实效的

策略。为此，从营造音乐情境、丰富活动内容、拓展活动

内涵和培养生活习惯方面出发融入音乐元素，有利于增强

活动的吸引力和效果，从而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和发展。在

少先队活动与音乐的融合下，也能让学生感知音乐的魅力

和力量，强化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团队协作能力，这能为他

们的成长及发展创造条件。展望未来，为了提升少先队活

动质量，教师应继续探索融入音乐元素的趣味策略，不断

创新音乐与少先队活动的多元化融合方式，进而音乐成为

小学少先队活动中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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