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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逐渐下发，借助“互

联网+”教学思维提升当代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创新素养，

已经成为国家音乐课程改革的关键一环。而针对传统音乐教育模

式下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单一等问题，

“互联网+”不仅为音乐教师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思路，同时

也能以其于信息搜索便捷性、信息整合多样性等诸多方面的独特

优势实现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全面培养。因此，从目前来看，就“互

联网 +”视域下小学音乐教学的实践策略进行探究，符合我国音

乐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

1  基于互联网搜索引擎，拓宽学生音乐视野

在“互联网+”教学思维中，借助互联网便捷的搜索引擎来

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始终是互联网技术与小学音乐教学工作进

行融合的关键所在。其中，教师可针对传统音乐教学普遍存在

的教学内容拘泥于教材问题，在围绕教材知识搜索与之相关教

学素材的基础上拓宽课堂的教学容量，进而以此在开阔学生音

乐学习视野的过程中使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所学曲目，并达到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例如，针对《义勇军进行曲》学习

过程，鉴于当前学生均处于和平年代，对《义勇军进行曲》的

创作背景不甚了解，因此其多不能真正体会曲目所表达的爱国

情感和满怀壮志，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借助互联网技术适当为

学生补充一定的文字、音频或视频，进而一方面使相对枯燥的

音乐教学兼具真实性和生动性，另一方面在为学生还原历史情

境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并最终达到调动

学生音乐情感及开阔学生音乐视野的目的。

2  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培养学生音乐思维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相比于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多媒体

教学模式往往能够更加被当代学生所接受，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来看，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所构建的多媒体教学体系更符合现

阶段培养学生音乐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具体要求，且能够就学生

的音乐创作意识和音乐沟通意识进行有效增强。例如，在日常

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QQ、微信、微博等当代学生所喜

爱的社交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下交流机会，尤其是可通过

构建互联网音乐分享平台来引导学生就一些正能量时代歌曲进

行交流，进而一方面可启发学生的音乐创作思维，另一方面也

能在培养学生音乐欣赏习惯的过程中使学生对于基础音乐知识

的理解更深一步。此外，考虑到当代学生多喜欢使用哔哩哔哩、

抖音等短视频网站，因此教师可围绕一些视频中的常用BGM来

解析可用的音乐教学素材，进而在拓宽学生学习视野的基础上

以学生熟悉的音乐曲目来调动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并最终达

到音乐教学生活化的效果。

3  基于互联网教学工具，增强学生音乐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就学生的音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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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下，“互联网 +”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将

“互联网+”理念融入小学音乐教学已经成为音乐教育事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对此，文章针对小学音乐教学工作，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

“互联网+”视域下小学音乐教学的开展策略，旨在给予广大小学音乐教师一定的帮助，并最终在改善其课堂教学效率的基础上促进音乐教育

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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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进行激发，并使学生自主、积极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之中，才

能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整体效率。对此，教师可在“互联网 +”

教学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就包括合作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在内的

全新教学手段进行实践，进而一方面通过构建引导式教育课堂

营造良好的交互学习氛围，另一方面借助实时课堂交流提升学

生的音乐赏析能力，并最终起到加深学生音乐感悟的效果。例

如，针对《学戏曲》一课，教师可带领学生分别扮演生、旦、净、

丑、末等戏曲角色，要求其在欣赏经典戏曲桥段的过程中品味

戏曲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进而在帮助学生赋予自身角色角

色魅力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包括京调、脸谱在内的戏曲知识，并

最终在提升其学习兴趣的同时使其成为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者

和发扬者。

4  基于互联网音乐软件，唤醒学生音乐热情

在“互联网 +”时代到来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对

于游戏等娱乐软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虽然不乏

有很多网络游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学学生的正常学习，但

仍有一些游戏会包含大量的音乐元素。在此基础上，教师可适

当于音乐课堂上为学生安利一定的音乐游戏，鼓励学生于娱乐

中提升自身的音乐理解，于放松中增进自身的音乐感悟，进而

以此达到音乐教学生活化发展的最终目的。例如，针对现阶段

知名手机游戏《节奏大师》，其将游戏与音乐结合，既能够提升

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又能够使学生广泛的欣赏各种音乐，有助

于在愉悦学生身心的过程中保护学生的音乐热情，并最终促进

学生音乐欣赏习惯的逐步形成。

5  结束语

总之，对于小学音乐教学工作来说，将“互联网 +”理念与

实际的课堂教学进行融合，始终不失为一种改善课堂教学质量

的有效方法，因此，教师需给予“互联网+”教学思维更多的重

视和关注，在不断就自身教学模式进行创新的过程中使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价值真正得到体现，进而以此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

教学效果，并达到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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