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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以说是一个小的社会圈，学校里有学生之间的互动、

老师之间的交流，还有最为重要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交

流。这些交流绝大多数依靠的是语言，想要更多的提高课堂教

学语言的综合效能和课堂教学效果，需要把课堂教学语言的科学

性和艺术性有机的结合运用。音乐教学课堂的语言如果能够做到

运用得当，带给学生的学习体验就会更加深刻，也能不断提升

教师授课的魅力，从而也就能有效地提高教学的效果；反而言

之，如果音乐教师语言不够有影响力和感染的张力，学生的好

奇心和积极性也会随之变化，教学目的达成的效果就可能会不尽

人意。

我在成都市建设路小学实习的三个月时间里，聆听了小学从

低到高的不同年级的音乐课，亲自实践了小学二年级和六年级的

音乐课，其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想要上出一节既让学生喜欢，

又能达到教学目的的精彩的音乐课，首先要设计出能把两者兼备

的教学方案，再将它在课堂中完美呈现，同时教师对于课堂要有

足够的把控能力。通过实习让我和小学生以及小学教学有了近距

离的接触，使我对小学音乐教师教学语言美有了一定的认识，音

乐课堂中教学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挥语言的生动性

1.1音响效果美

课堂教学语言做到生动形象，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通

过对语言的音量、节奏、力度等要素的调节，给学生制造有感染

力的音响效果。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曾在《大教学论》中形象

地指出:“一个能够动听地、明晰地教学的教师,他的声音便应该像

油一样浸入学生的心里,把知识一道带进去。[

]”音乐课上，教师对声音大小，音调高低和语气快慢的处理

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和不同的教学设计做适当的调整，同时

也要与音乐的各要素相互统一，相互协调，这样才能创造出更为

贴切的音乐意境，并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音乐。

例如，在教授《小红帽》一课时，讲大灰狼和小红帽的故事，

介绍小红帽个人情况时，语音的音量可以保持适中，语气、语调

平稳；当讲到“大灰狼把外婆一口吞下了肚子”时，则可以适当

加大音量，提高声调，这样能让学生感觉到紧张的气氛，；当小红

帽和扮成外婆模样的大灰狼对话时，模仿音色时要把握角色的突

出性特征，采用不同的音色，音量和音调，比如，大灰狼是凶狠

的形象，声音可以稍微粗一些，音量大一些，但又要把他模仿羊

外婆的狡猾表现出来，所以音色可以稍微做调整。这样角色的特

点通过音色、音量、音调的变化显现出来，给学生的听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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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故事发展到后面，小红帽感觉到“外婆”的异样，“你

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这句可以音量变小，使用试探性的语

气，而大灰狼是狡猾的模样，“为了更好地听你说话呀，乖

乖。”，音色变化；小红帽再次小心翼翼的问到“外婆，你

的嘴巴怎么大得那么吓人呀?”此时大灰狼原形毕露，露出丑恶

凶狠地样子，“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音量变大，语速变慢，

渲染气氛。通过对语言音色、音量和力度的调整，表达出不同

的角色性格和故事发展的情绪，仿佛把学生置身到故事的情境

中，这样对触动学生的内心世界，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很大的帮

助 。

1.2课堂教学语言的文学美

 教学语言内容的好坏与教师自身的文化涵养、文学功底紧密

相关。音乐课上，学生对于音乐艺术语言的理解能力不是很成熟，

尤其是对于小学低段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类似解说式的文学

语言不一定能吸引他们的关注，所以也要注意以文字的美感准确

和到位地表述音乐作品中的内含。学生需要在教师课堂语言的正

确引导下，打开想象空间，展开联想，理解并感受音乐，体验音

乐作品中具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音乐教师要需要不断地加

强文学方面的修养，平时多看好书，这样才能变得见多识广。在

欣赏课中，文学美的应用更为普遍，也更行之有效，更能极大的

发挥它的作用。教师通过栩栩如生的文学语言，将学生的注意力

吸引到我们的课堂中来，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主动、专注地

参与课堂学习。

例如，在教授欣赏课《森林水车》一课中，第二次播放音乐

时，选用文学性的语言描述音乐的场景。伴随着音乐的蔓延，这

样的语言把大家代入意境，“现在把眼睛轻轻闭上，用心来感受音

乐的画面。此时，天刚朦朦亮，小鸟从自己的小窝里探出脑袋，沐

浴在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下。”“随着时间的推动，太阳缓缓地、缓

缓地从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升起。此刻一阵微风吹过我们的脸颊”

随着音乐的力度不断变强，“太阳越升越高，早晨的阳光越来越暖

和，大地苏醒了，万物也醒了，身边处处都是活力。”这样的语言

描述运用了似乎只有语文课堂才会出现的教学语言，但这样的描

述不会显得很突兀，恰恰相反，这样的语言仿佛让学生置身于语

言和音乐共同创造的意境中。在这里，教师的语言描述和渲染是

重要的，尤其体现在与音乐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烘托。音乐课

上增加具有文学美的语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能给学生

带来美的享受和感情的冲击。没有华丽文学词藻渲染下的音乐课

堂，显得比较单调，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学中，音乐作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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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完整艺术性不能得以全面的挖掘，就会削弱它的艺术魅力。

教师通过栩栩如生的文学语言，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的课

堂中来，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主动、专注地参与课堂学

习 。

2  逻辑性

逻辑性的语言就像一把梳子，能帮助学生梳通知识，梳理

清楚一堂课的思路，教师要有对课堂整体性的把握，来引导学

生跟着思路走，这样课堂教学的效果会增色不少。

2.1教学语言的引导性

通过引导性的语言能够体现出教学语言的逻辑性，对于小学

低年级的学生而言，音乐教师使用引导性的语言，这一点非常

重要。课堂上，学生跟着教师正确的引导能主动地感受、体验

音乐。

比如，在学习欣赏课《海上风暴》时，请学生挑选乐器

编创大海的各种音响。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同学们，你看见

过海上狂风暴雨的场景么？”“没有的话，那你一定见过我们

陆地上的狂风暴雨，我们先回忆一下，陆地上的风暴会有什么

声音。”学生回答后，教师继续引导：“陆地上和海上同样都

有风暴的话，会不会有相同的音响出现呢？”学生回答后，引

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常识挑选乐器：“雷电的声音一样的，那雷

电的声音你觉得可以用下列哪样乐器来模仿呢？为什么选择

它？”学生在老师的有逻辑性的引导下，借助自己已经学到的

知识并靠自己的思考得出答案，这样学生对这个环节的印象会更

深刻些。

2.2教学语言的整体性

音乐与其他学科的教学有些不同，音乐教学中，相比于对

音乐肢解式的分析教学，更提倡对音乐的整体感知，往往追求

音乐的整体性。一串糖葫芦之所以被看成一个整体，是一根木

头签子的作用，同样一堂音乐课的整体性也必须有这样“一根

木头签子”，就是主题。主题内容可以通过一个主题词将音乐

课堂的活动串在一起，主题词的贯穿课堂少不了过渡、点题性

的语言。在实际教学中，一节课上，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有

一个明确、鲜明的主题，来贯穿课堂的始终。让学生明确这堂

课的学习内容，精炼的语言加上准确的主题切入点，就会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的兴趣，从而引起学生学习新知识的

愿望。当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后，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

和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力也会大大提高。

例如：在教授二年级上册第三课音乐会时，教师可以把欣

赏课《百鸟朝凤》和唱歌课《唢呐配喇叭》合并到一课时讲

授，《百鸟朝凤》作为一堂课的导入环节。整堂课运用了音乐

会的主题，将两个音乐联系到了一起。教师可以以这样的语言

来吸引学生：“今天老师带你们去参加音乐会，你来听一听，

是什么动物的音乐会? ”学生回答：“小鸟。”老师可以继续

引导：“那你们听听有几只小鸟？”“刚开始是一只，之后不

断增加越来越多最后就有很多只”学生回答后，教师继续带领

学生的思路：“这么多小鸟，你知道它们一起去干什么？”学

生：“参加音乐会。”“你们知道这音乐会是为谁准备的

么？”学生回答的五花八门，此时，教师可以公布答案：“其

实啊，它们是去参加凤凰的生日宴会。”《百鸟朝凤》一课的

教学完成后，教师可以这样连接：“刚才我们参加了鸟的音乐

会，现在我们也来一场自己的音乐会。”通过这样的过渡语言

把“音乐会”这个主题词，悄无声息地融会贯通到整个课堂

中。从鸟的音乐会到人的音乐会，这样学生的脑海里就会一直

被这个主题词牵引着，会大大增加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记忆。

一节课思路的整体性，可以让学生走进了老师创设的情境中，

当一个学生没有真正投入到音乐中，他才会去做与课堂无关的事

情。在生活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孩在玩自己喜欢的玩具或

时，可以做到专心致志，不理会旁人。同样的道理，学生如

果被音乐所吸引，他也会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课堂。足以见得老

师烘托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力的重要性。

3  增加趣味性

趣味性的教学语言就像是点缀夜空的星星，给夜景增添别样

的魅力。一般来说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全新的

知识接收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对他们的教学大多从兴趣着手，

在课堂教学中要以能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住学生注意力，唤起学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的语言进行教学。在学生眼里，比起只有标准

规范、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讲解的课堂，他们应该更喜欢幽默

风趣、有趣味性的课堂。课堂教师教学中可以随机的设计一些

有趣味性的环节，就能使课堂气氛稍微活跃起来。

4  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

教学语言的美必须将科学性和艺术性两者统一结合。语言美

是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增加艺术性的渗透。这样的的语言才不

像缺乏艺术性的科学性语言那么单调，也不像缺失科学性支撑的

艺术性语言的空洞。试想这样一种情况，教师的语言非常华

丽，老师也爱开玩笑，但他的幽默使学生静不下心来学习。虽

然活跃过多的教学环节，很招小学生喜欢。但趣味性应该是建

立在学生能够遵守课堂秩序的基础上，教师采用教学方法，活

跃课堂学习气氛，增加学习趣味性的教学。其实这更是考验教

师对学生、对课堂的把控能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被激发起足

够的兴趣时，很容易造成课堂的混乱，所以教师也要注意趣味

性的分寸，要做到见好就收。这样看来，如果想要提高教学效

率，有更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尽力做到课堂语言美，把科学性

和艺术性相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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