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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课堂渗透新体系理念的探究
陈　青

（浙江省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浙江 瑞安 3252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实施与深入，小学教育越来越注重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识别美的能力，既可以锻炼学生们大胆追求自我，

而且还可以提高语言、视觉、听觉、净化心灵。本文围绕人音版课程中渗透中国音乐新体系理念，研究和探讨小学生的核心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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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渗透新体系理念的意义

（一）根据小学生现阶段的心智特征，开拓思路，让学生们

本人进行参与创作，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和主体性，实践性。学

生们心中产生了共鸣，为以后的生活或者是学业打好良好的基础

和保障。对身心健康的发展，做好铺垫。

（二）小学音乐应该是一项非常有趣，参与度很高的课程。

可以从孩子的内心世界出发，能放下负担，用肢体语言或者是乐

器自由地发挥演绎，来抒发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世界。但由于很

多家长认为孩子缺乏音乐细胞，甚至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无所

谓的课程中，会让许多小学生失去了体验音乐和艺术的乐趣。

（三）虽然小学生的声带发育还不完全成熟，有发音不准或

者是唱不下来的情况，但他们却非常懂得韵律和节奏，创造一个

良好轻松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反应能力，领悟能力

以及创造和参与能力等，是中国音乐新体系理念的核心内容。

（四）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缺乏新意，让很多学生都对学习

产生了厌烦感和倦怠感。我国音乐新体系教学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学生们的思想空间，开发智力，丰富学习体验，并且在体验的过

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学习乐趣。在玩的过程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和联系，增强团体的合作意识和协调能力。家长可以通过教育，

参与到孩子的内心发育和成长当中，多层次的深入了解孩子内心

真实想法。而老师则可以此为基础，将课堂经验分享到更多的学

科当中。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渗透新体系理念的策略

（一）合理选择教育课本

在人音版教材中，有声音的系统训练和歌唱技能培养的内容。

以短小的曲调配上形象生动的歌词，使歌唱技能的练习生动、形象。

人音版教材中还有大量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作品能让学生有艺术

美感的体验与感悟，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

操，达到美育的功能，这一理念是贯穿于音乐教育的全过程的。

中国音乐教育新体系理念认为中小学音乐教育应该首先让学

生掌握基本音乐情感体验能力和积累基础音乐活动经验，这是新

体系教学法的“新双基”。而现行的人音版教材课标强调了后者，

忽视了前者，使音乐理论和技能脱离了人的内心情感。这是将自

然科学（主要研究外部世界运动规律）教学中的“双基”标准（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硬搬到音乐教学中，致使音乐教学效果不佳

的主要原因。

通过探究旨在寻求适当的、有效的新体系理念与人音版教材

融合策略，以学生掌握系统的感性音乐经验为基本教学目标，以

感性音乐活动过程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实现自主情感体验为基本

教学要求，以内心音乐联觉为重要音乐能力，将音乐实践活动作

为重要教学途径，实现“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的教学理念。

（二）有效融合传统文化

人教版的小学音乐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不仅有朗朗上口的儿

歌同时呢，对于传统艺术也有弘扬。现如今00后、10后的学生们，

从小接触的教育都是比较外向的，对传统艺术却缺乏认知。例如

人教版二年级的教学内容：京剧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京

剧是传统艺术，随着如今音乐形式的多样化，慢慢已经变得小众。

但经典的唱腔以及华丽大气的动作、台风，却是让人久久难忘。

歌曲洪亮慷慨，让人心潮澎湃。对于心智发育不太完善的小学生

来说很有学习价值，同时还可以引导他们拥有正面的价值观，很

有传播和继承的价值。在此类教材中渗透音乐新体系理念，让学

生理解“懂了音乐的形式并不算真懂音乐，懂了音乐的情感才是

真懂音乐”。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应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

且继承和发扬。作为小学音乐老师，更是承担了这一项非常重要

的社会责任。

（三）促进培养智力创新

小学音乐对于学生的思维开发，智力扩充以及团队协作感，

是非常重要的。而新体系音乐教学理念，更是能够将此完善的展

现出来。例如玩节奏，唱儿歌，做游戏等，是他们感知音乐，体

验节奏感的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方法，

只注重于技巧教学，忽略了学生的内心感受以及真实想法，同时

也忽略了音乐本身的价值。而新体系音乐模式，把语言和音乐结合，

通过人体，乐器，舞蹈等，让学生们轻松无负担地参与到音乐当中，

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创造力，对于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具有

很高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新体系音乐理论在小学音乐课程当中的融合

是十分重要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让我们一起实现：

大众型而非专业型的音乐教育；以人为本而非以乐为本的教育理

念；教学内容艺术化而非知识化；教学目标以掌握音乐经验和音

乐活动能力为主，而非乐理分析能力和公共表演能力为主；重在

学习感性思维方法而非概念思维方法。虽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是一项比较复杂并且系统化的教学过程，老师应当结合小学生本

身的特点，要出针对性并且有活力的课程编排，最大限度地发挥

新体系音乐理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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