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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

小学音乐教育被赋予更高的育人使命，强调以学生为主

体，注重审美体验与实践创新。然而，当前小学音乐课堂

普遍存在学生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制约了音乐素养的全面

提升。本文基于新课标要求聚焦互动教学策略，旨在激发

学生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为小学音乐教学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

1　游戏化教学，寓教于乐

游戏化教学通过趣味性活动将音乐知识转化为学生可感

知、可操作的内容，激发主动参与意愿，在互动中深化认

知。其核心在于弱化机械训练，强化沉浸式体验，使学生

在游戏中自然内化音乐要素，提升课堂参与效率。  

以三上“快乐的do re mi”为例：首先，设计“音符

跳跳乐”游戏。教师在地面铺设写有do、re、mi的巨型音

符卡片，学生根据教师弹奏的音高快速跳跃至对应音符位

置。例如，教师弹奏“mi”时，学生需边唱音名边寻找卡

片，通过肢体动作强化音高记忆。其次，开展“节奏接力

赛”。结合歌曲中“do re mi do”的典型乐句，将学生分

为三组，每组用身体打击乐（拍手、跺脚、拍腿）分别表

现四分音符、二分音符和全音符的时值。学生需接力完成

整句节奏，错误者由组员协作纠正，在游戏中掌握节奏规

律，同时培养团队默契。此外，创编“音乐角色扮演”。

学生分组扮演do、re、mi三个“音乐精灵”，根据教师出

示的简谱片段（如“mi re do”），对应角色需按顺序站出

并唱出音高，其他学生用竖笛或口风琴辅助伴奏[1]。通过角

色代入，学生既巩固音阶顺序，又能在协作中感受乐句的

连贯性与情感表达。  

2　情境创设，身临其境

情境创设通过具象化音乐要素构建沉浸式体验，使学生

自然融入音乐意境。其关键在于调动视觉、听觉、动觉等

多重感官，利用生活经验与艺术形象的联结通道，将音乐

知识转化为可体验、可操作的具身化活动，在情境互动中

实现审美感知与表现创造的有机统一。  

以四上歌曲“牧童”为例：首先，构建动作情境深化

节奏理解。针对歌曲中"牧笛声声多悠扬"的乐句，组织学

生用食指模拟吹笛动作，配合三拍子节奏左右摇摆身体。

当唱到"露珠儿闪闪"时，双手快速抖动表现短促十六分音

符，通过身体动态直观区分长音与短音节奏型。其次，创

设角色化音效情境增强表现力。将教室划分为"山坡""溪

流"区域，指定学生用沙锤模仿风吹草浪声，用钢片琴演奏

五声音阶模拟牧笛旋律。主唱学生头戴斗笠扮演牧童，根

据歌词内容走向不同区域，其他学生用渐强、渐弱的哼鸣

表现"晨雾散开"的空间感变化。此外，链接生活情境激发

创意表达。展示乡村放牛视频片段，引导学生用方言诵读"

牛儿吃草慢悠悠"歌词，对比普通话与方言的韵律差异[2]。

拓展环节用吸管制作简易排箫，尝试吹奏歌曲前奏旋律，

将音乐技能与劳动智慧相融合，强化学生对牧童生活的共

情体验。

3　合作探究，共同进步

合作探究教学通过小组协作任务，引导学生在交流与实

践中共同解决问题，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迁移。其核

心在于打破单向传授模式，构建平等互动的学习共同体，

通过分工协作、思维碰撞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智

慧中深化对音乐要素的理解与运用。  

以五下“静夜思”为例：首先，开展“二声部合唱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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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学生分为高低声部，练习歌曲中“举头望明月”

对应的合唱段落。高声部用铝板琴辅助音准，低声部用竖

笛稳定节奏，两组互相聆听，调整音量与音色，逐步实现

声部和谐。教师引导组员互相纠错，例如提醒倚音演唱的

连贯性或休止符的停顿技巧。其次，组织“节奏创编合

作”。结合“低头思故乡”乐句的舒缓节奏（四分音符与

二分音符组合），每组分配三角铁、碰铃、沙锤三类乐

器，讨论如何用不同乐器表现强拍、长音与弱拍。例如，

三角铁敲击强拍，碰铃延续二分音符，沙锤填充弱拍节

奏。通过反复试奏与调整，学生体会伴奏与主旋律的情感

呼应，如用沙锤的轻柔音色模拟“月光静谧”。此外，设

计“古诗新唱创编”。学生分组选取其他思乡主题古诗（

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沿用《静夜思》旋律框架

填词改编。例如，将原曲“床前明月光”改为“独在异乡

客”，并讨论如何通过渐弱处理表现“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惆怅。各组展示后，师生从歌词契合度、情感表达等维

度互评，深化音乐与文学融合的理解。

4　多元评价，激励成长

多元评价通过多维度、多主体的动态反馈机制，激发学

生内在学习动力。其核心在于打破单一技能评价模式，从

音乐感知、合作能力、情感表达等角度进行过程性评价，

同时融合教师、同伴、自我三方视角，帮助学生建立学习

自信，形成“参与—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  

以六上“小小少年”为例：首先，设计分层评价任务

匹配歌曲结构。学唱《小小少年》主歌时（歌词叙事部

分），设置小组互评表，包含“节奏稳定性”“吐字清晰

度”两项指标。例如，学生用拍腿动作强化弱起小节“|0X 

XX|”的节奏感知，同伴观察后勾选评价项并口头反馈，

针对性解决附点八分音符“X.X”的时值偏差问题。其次，

结合角色体验实施情感表达评价。副歌部分（抒情段落）

开展“少年宣言”活动：学生用拳头轻击桌面模拟坚定步

伐，同时演唱“小小少年，很少烦恼”，随后用自评卡勾

选“情绪饱满度”“肢体表现力”等级。教师选取典型范

例，对比影片中海因切挺胸抬头的画面，引导学生理解乐

观情绪与体态、音色的关联。此外，通过创作迁移拓展能

力评价维度[3]。在歌曲尾声处，鼓励学生用文具盒、书本

等物品模拟“烦恼雨声”，为“一切烦恼都来了”歌词设

计环境音效。分组展示时，采用“3星评分法”：一星给创

意，一星给协作，一星给音乐契合度，兼顾艺术表现与团

队合作评价。 

策略名称 核心理念 实践路径 核心目标

游戏化
教学

趣味活动转化
知识，强化沉

浸体验

音符跳跳乐、
节奏接力赛、
角色扮演

兴趣引导，自
然内化音乐

要素

情境创设
多感官联动场
景，具象音乐

情感

场景模拟、问
答对唱、动态

叙事

情感共鸣，深
化音乐语言

理解

合作探究
协作任务构建
学习共同体

二声部合唱、
节奏创编、古

诗新唱

团队协作，提
升创造力与批

判思维

多元评价
多维度动态反
馈，关注个体

成长

手势自评、节
奏互评、情感

共评

自我认知，实
现素养阶梯式

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游戏化教学、情境创设、多元评价

等互动策略，探索了小学音乐课堂中学生参与度的提升路

径。实践表明，这些策略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

堂互动性，促进音乐素养的全面发展。未来，需进一步结

合跨学科融合与信息技术，深化互动教学模式，为小学音

乐教育的创新与实践提供更多借鉴与支持。

参考文献：

[1]张珏.小学音乐教学中师生互动意识的培养[J].当代

家庭教育,2020,(15):167-167.

[2]朱颜微.新课标下小学音乐教学中学生参与度提

升策略[J/OL].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

学,2024(12)[2024-12-19].

[3]陈吟.探究小学声乐课堂中互动式教学法的应用[J].

爱人,2022,(23):247-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