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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教学策略探究
李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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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是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很多新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逐渐出现在

小学音乐课堂上，传统的音乐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教育的发展步伐了。为了不断提升学生们的核心素养，音乐教师要能够

积极寻找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们投入课堂，感受音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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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能够丰富学生们的生活，愉悦学生们的心灵，提升学

生们的审美，音乐是小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音

乐教学，对于学生们综合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

教师要能够着眼于学生们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学生们发展

的教学策略，使学生们能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开展音乐

学习活动。

一、精心备课，明确教育目标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进行教学活动也是如此，

教师要能够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要教学的内容和教

学环节，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只有教师内心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们开展音乐学习活动。对此，教师要能够

在备课期间，对教材内容和学生们的音乐素养进行细致分析，

并据此设计出明确的教育目标。教育目标能够更好地指引教师

授课的方向，能够更好地使学生们了解，什么是音乐课堂上的

重难点。

例如在学习到《我的朋友》一课时，教师要能够在课前设计

出如下教学目标：1. 在“听、唱、动、奏、”活动中体验以音乐

学习为内容的音乐作品带来的乐趣，学生积极尝试和探索音乐奥

秘的愿望。2. 在音乐活动中认识简谱“1 2 3”及相应的柯尔文手

势和长民唱名；在音乐游戏中，能听辨“do mi sol”的相对音高。

认识四分音符节奏 x 及八分音符节奏 x，知道其名称，掌握其时值，

并能迁移到实践情景中。3. 学习八孔竖笛的演奏姿势。学会正确

的发音，用吐音吹奏 sol la mi 三个音。在清晰的目标设定下，教

师能够有效设计出相应的教育方案，并促使学生们跟随引导，对

其开展核心素养培养，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知道，通过本节课的

音乐学习，自己要达到一个怎样的学习目标，在学习目标的带动下，

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也会逐渐提升。

二、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促使学生们开展音乐学习的原动力，

当学生们有了浓厚的音乐学习兴趣，自然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

堂活动中来。如果采取单一的整体教学形式，很难全面照顾到每

个学生的兴趣和擅长的方面。而且小学生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性

格特点不同、兴趣各异，由此也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方面的爱好，

有的学生喜欢唱歌、有的学生喜欢小提琴、有的学生喜欢竖琴，

这些都是丰富的音乐表现形式，对此，音乐教师要能够善于发现

学生们的不同特点，并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点，进行因材施教，这

样才能使不同学生们的不同兴趣爱好得以充分的发挥。

比如在学习到《七个小兄弟》时，为了使不同学生都能够感

受到来自音乐的快乐，教师可以针对学生们的爱好特点，因材施教，

以此激发学生们的音乐兴趣。对此，教师首先要了解不同学生们

的爱好，然后可以让擅长歌唱的学生为一组，让喜欢表演的学生

们为一组，让喜欢乐器演奏的学生为一组，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

来组织一个音乐小剧场。当学生们的兴趣爱好被充分照顾到，学

生们就会积极调动自己的学习动力，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

三、积极创新，丰富课堂形式

在传统音乐课堂上，教师大多占据着课堂的主要时间，习惯

性地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们的歌唱技巧、音乐知

识进行着培养。但是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们的主体地位难

以得到有效发挥，长此以往，其音乐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力也会

慢慢消退。对此，教师要能够及时转变教学策略，不断创新音乐

教学方案，引导学生们更好地感受音乐的魅力。

例如在学习到《乃哟乃》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们了解到，

这是一首土家族民歌，为了激发孩子们的音乐学习兴趣，教师可

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们拓展音乐资源，比如，提

供丰富多彩的文字和视频，让学生们欣赏土家族音乐，观看土家

族的舞蹈，了解土家族的乐器等。这样的教学形式，可以让学生

们不断吸收丰富的音乐知识，促使其音乐学习动力不断增强。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可以让学生们在音乐的课堂中产生身

临其境的感受，从而更加深刻地感受一首歌、一部曲子中的文化

内涵、情感内涵，有利于学生们提升音乐素养。

另外，在音乐学习课堂上，教师还要及时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发挥学生们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学

习主体地位。对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开展小组合作，在组内

活动中，课堂学习氛围会变得更加轻松愉悦，学生们的主体地位

也能够得以凸显，音乐学习积极性也会不断提升。

四、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作为音乐学习活动的引导者，要能够发挥自

身的引导作用，积极落实新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要求，创新音

乐教学方案，促使学生们的核心素养能力不断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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