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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往常规的音乐教学中，由于常规教学理念的影响多以教

会学生基础的演唱为目的，机械式的教学难以提升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音乐鉴赏以及感知能力，因此如何改进教学模式成为了教
育界重点讨论和积极探索的问题，随着我国素质教育政策的全面
落实，小学音乐创造教学是新课程标准下的一个探究课题，小学
生由于自身生理特点属于极富想象力的群体，加之音乐教学本身
具有较高的趣味性，容易调动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可以充
分利用主客观的优势提升小学生的音乐综合能力，教师也应该积
极抓变教学模式，在常规的音乐教学中重视创造教学的融入。

1　开拓学生的音乐视野
在前期的音乐教学过程中通过基础的理论以及演唱教学学生

对音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感知能力，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等教
学设备的优势，带领学生欣赏相同类型更多的音乐作品，由教师对
相关的音乐专业知识进行讲解，避免同一歌曲的反复教学造成小学
生的审美疲劳，同时可以通过音符的变化帮助学生感受到更为宽阔
的音乐视野。另外歌曲本身也是创作者情感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
托，常规的教材之中往往对此缺乏介绍，导致学生难以感受到歌曲
背后的知识，音乐教师在创造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为学生介绍歌曲创
作特殊的背景、目的以及意义德等帮助学生了解创作者的情感，丰
富的情感体验是帮助学生演唱出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不可或缺的
条件，也是提升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内容。

2　小组合作，探索创造
音乐教学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会存在学习进度以及知识掌握情

况不同的学生，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小学生音乐学习能力以及程度
进行小组的分配，，充分利用个体感受差异的交流进行相互启发和
互补，音乐鉴赏本身具备一定的主观性，通过充分的交流沟通可
以避免学生思维的固定化、模式化，并且学会接纳各种不同的观
点以拓展自身的想象力和培养基础的创造力。并且小组学习的模
式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比如在学习

《春天里》这首歌曲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对春天的感受，比
如鸟鸣、风声、雨声等，并且在课堂之上鼓励学生运用现有的道
具进行声音的还原，例如可以运用砂砾放进水瓶之中轻轻摇晃模
仿雨声，或者对矿泉水瓶口吹起模仿风声，通过小组之间的协作
从声音的角度创造出进行春景的美好氛围，在活动完成后由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共同演唱《春天里》，活动配合教学的可以使得学生
对歌曲的体验感增强，能力较强的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创造出的春
天的声音创作简单的伴奏，让学生真实的感受到音乐表达自身情
感的魅力，使得创造性的思维得到充分的启发，不断提升学生音
乐学习的兴趣和乐趣[1]。

3　完善声乐与器乐教学
完整的音乐是由声乐和器乐组合而成，但是常规的教学过程

中往往注重声乐，由教师进行演唱的示范，学生进行跟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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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展现出音乐的魅力，因此也限制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培养。实际上优良的音乐教学设备通过旋律能够帮助学生更快的
融入到音乐世界之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也是教师单纯的演唱无
法达到的，同时在弹奏过程中通过聆听音符之间组合的变换能够
帮助学生进行感悟，从而提升自身音乐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音
乐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创造教学的优势，帮助学生通过节奏、旋律
的变化掌握到音乐体验的变化，切实体会到音乐的美与魅力所在，
另外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践的器乐教学，通过学生
自行的演奏一方面可以有效巩固乐理的基础理论知识，另外弹奏
本身也可以作为教学项目挖掘学生多方面的学习潜力，实现音乐
综合素质的提升[2]。

4　创设氛围，引导探索
在音乐创造教学中应该改变过往“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

模式，转变为“教师与学生协作”的教学模式，过往“一言堂”式
的教学模式也是造成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学生
多不加批判的吸收教师传递的思想，长此以往导致学生失去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在创造教学过程中需要让学生广泛的参与
到课堂之中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比如《我的家在日喀则》歌曲教
学前，教师可以不告知学生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而是以小组的
形式告知需要准备的内容，比如可以收集作者的资料以及歌曲相
关的地理文化以及人文文化资料，在课堂之上由老师带领演唱后，
每个小组对各自收集的资料进行介绍以提升学生对歌曲的了解程
度，在讲解完成后教师对演讲学生发放具有藏族名族特色的哈达
进行鼓励，帮助学生体验到的当地的风土民情。此外教师可以播
放《青藏高原》、《珠穆朗玛》等歌曲供学生进行欣赏，引导学生
踊跃发言表达自身对歌曲的感受，再由教师进行补充和完善，使
得学生感受到不同风格作品的魅力。通过创设氛围可以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到课堂之中，同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是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能够有效避免单方面的传教过程中学生兴趣不足以及参
与度不足的局限性，并且在讲解过程中可以使得学生的表达能力
得到良好的锻炼，表达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学生对美有更为良好
的体验，对提升创造力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创造力是我国教育改革中对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性要

求，而音乐作为一门极具体验和感悟的学科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抓住小学阶段学生想象力丰富的关键
时期，通过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帮助学生不论是今后的音乐学习或
者综合发展都能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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