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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音乐是音乐走进学生心灵的基础阶段，在不断

接受音乐符号，掌握音乐知识，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拓展

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音乐学习探索兴趣，在进行音

乐思维系统化构建中，将音乐情景游戏引入到音乐教学

中来。让学生在独特游戏内容的带动下，逐渐产生了良

好的学习情景以及学习情感。在多元游戏空间内，让学

生的理解更加具有形象化思维，并逐渐降低学习难度。

提升学习音乐创造的同时，巩固学生的音乐记忆，增强

学生学习知识的连贯性，从而让学生形成音乐素养。

一、小学音乐教学情景导入的必要性

1. 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转变

教师与学生从传统教学中的教与学逐渐转变成创新

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在自由平等开放的学习空间内，学

生充分的展示自己，从而在教师进行互动的同时，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不断武装自己，转变固有的

教学思想，可以在实践中通过情景游戏的教学方式，促

进学生感受音乐学习的独特情感。在生活中自主感悟，

提升学生的多元学习思维，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转变，促

进音乐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 [1]。

2. 丰富音乐教学的形式

而今，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小学生

的学习需求，而利用情景导入开展音乐教学活动，既可

以丰富教学的形式，还可以丰富教学的资源。传统课堂

主要以教师的讲解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而

情景导入主要以学生学习为主，内容充分联系生活实际，

有利于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学生

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

3. 音乐情景游戏融合

音乐情景游戏与小学音乐教学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

更能让学生产生音乐学习动力，符合学生的学习层次，

不断激发学生更好地融入游戏，散发学习热情。在将逻

辑性较强的乐理知识，通过情境表现手法提升学生的思

维认知，让学生在新旧知识交替中产生良好的学习探索

欲望。通过游戏的不同形式活跃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

在不同层次中展现出独特的审美能力。

4. 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传统音乐教学中，人们往往认为音乐课程就培养

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事实上，音乐教育可实现

对学生多种思维能力的培养，比如逻辑思维能力、抽象

思维能力以及思维迁移等。教学中老师通过故事、问题、

生活等不同情景的创设，可以使学生了解作曲家的个性

特点和作曲背后的故事，进而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演唱

等方式，感受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形成认知和思

维的积淀。

5.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

生的自主性 [1]。情景导入时，应结合情景的内容引导学

生思考、讨论和分析，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

能力。此外，由于情景导入主要以实践活动为主，所以，

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音乐情景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策略

1. 游戏化的节奏训练

如果能够通过游戏的形式，制造一个让学生自身感

受、想象的音乐环境，从而讲牌子的抽象概念进行化解，

这将会很大程度提升教学效率。首先，可以让学生们先

分辨出声音的长短，火车汽笛声长，汽车喇叭声短，猫

叫声音长、狗叫声音短等。使学生对于声音的长短得到

直观的感性认识。接着，让学生闭眼聆听老师发出的不

同节拍的走步声和跑步声，由学生用拍手、跺脚的方式

把听到的模仿出来，从而完成由声音感知到动作感知的

过度。为了巩固医学的概念，我把几段风格各异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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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按一锭节拍的规律朗诵出来。这样加入游戏形式

的教学，学生不仅感到新鲜有趣，而且对于相关教学内

容也记得牢。

2. 用表演与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从小学生性格特点来看，如果教学内容重复、单一，

就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不仅不会提高教学效率，

还会出现厌学心理。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应该利用好

奇好新的心理，通过多媒体，音乐动画以及游戏教学等

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美中得到陶冶，启迪。

同时，这也是帮助学生理解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通

过将色彩与音乐结合起来，在学生视觉，听觉相互渗透，

贯穿、强化，补充的同时，做好铺垫工作，对于小学生，

对色彩、形式。形象的敏感度。老师可以利用投影、挂

图、简笔画、剪贴等方式对音乐情景进行在现，通过培

养学生的思维、观察、创新、审美能力，充分利用图画

增添画面感，让学生从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神奇。

3. 游戏化的模仿训练

小学音乐课成本中的很多教学内容都是在引导学生

对于各种不同的音乐类型展开欣赏，在于借助美好的音

乐不断陶冶学生的情操。很多教学内容中都和大自然有

着很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美好的

声音，还是各种不同动物的歌唱，这些教学内容都能够

在引导学生对于不同的声音有更好认识的同时，让学生

的基本阅历知识得到积累。在培养学生对于各种不同的

声音有更好感知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游戏化的模仿训练，

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力。

4. 用生活、故事、录音再现情景

在歌曲教学中，为了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老师可

以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2]。例如：在教唱《春天在哪里》

这首歌曲时，可以先让学生想象春天的美景，通过多媒

体播放春天的景色以及各种声音，在优美的旋律中，学

生仿佛看见了鲜艳的花朵。碧绿的油田、自由的小鸟，

欢快的蜜蜂，似乎听到了泉水响叮咚，感受到了清新的

青草气息，进而加深对歌曲内容以及情景的理解。当进

行歌曲教唱时，学生就能快速融入歌曲意境，这样不仅

能让学生学得更加认真，还能提高学习效率，学得更快。

部分同学甚至跟随音乐翩翩起舞，这样让课堂气氛非常

活跃，教学质量也能得到保障。

5. 游戏化的音高训练

常规模式下展开的练耳训练对于小学生而言是相对

枯燥，学生们很难接受那种枯燥乏味的乏味的训练，那

样的训练效果往往也不高，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完全可

以将恋爱训练借助游戏的形式展开，可以在游戏中。来

有效锻炼学生对音高的辨别。辨识，进而培养他们具备

更好的音乐素养。在课堂教学中，我将我会将音阶比喻

为小动物的活动，对于不同音程的音阶也会给予他们特

定的比喻。例如小跳应接，我会比喻为小兔子蹦蹦跳跳

大跳，迎接我则比喻为小猴子翻筋斗。这两个比喻非常

想象，很难让学生们来分辨小乔音节和大调音节的差异。

但是这两个比喻却很好化解了这个教学难关，学生在想

象小兔子蹦蹦跳跳和小猴子翻筋斗时就很直观的感受到

这两种音节间的差异，后者明显会比前者跨度更大，这

也是需要学生们明白的小跳音阶和大调音节间的差异，

为了巩固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

6. 用律动展现情景

展现情景作为小学音乐教学的关键内容，在这个

环节中，老师应该主动为学生创设情景，让学生在愉快

轻松的学习环境中，将自己的肢体、声音以及技能展现

在歌曲情景中。同时，老师可以利用小学生表现欲强等

特点，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满足学生爱表现的心理。通

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教学中，在分享音乐带来的快

乐的同时，激发学习潜能，开拓学生思维 [3]。例如，在

《龟兔赛跑》这首歌曲欣赏时，可将色彩色的龟兔展现

在学生面前。要求学生在听到音乐时，指挥龟兔努力的

跑。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趣，还能让学生全心身心的投

入到音乐中。另外，对于小学生来说，好动是他们的天

性，所以在音乐课堂中，老师可以根据教学，要求给学

生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跟随音乐的旋律，展现歌曲情景，

这样不仅能激发学习兴趣，还能更好地表现音乐，让学

生在感受的同时抒发心灵。

三、结束语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意识到音乐情景游戏

相融合的重要性，情境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对提高

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现代教学

中，老师应该根据学生心理以及性格特征，尽量将学生精

力放在学习中。通过问题、故事、角色、游戏情景，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让学生产生创新意识，在游戏持

续创新中，学生深层次理解音乐学习的本质，提升学习效

率。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出发，为学生设计不同

的教学方案，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音乐教育中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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