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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的课堂导入技巧探究
徐春桃

（四川省遂宁市河东实验小学校，四川 遂宁 629000）

摘要：小学音乐课程是实施学校美育的基本途径，也是每位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途径。在新课程不断深入改革发展的当下，小

学音乐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采用课堂复习式导入、情境式导入、律动式导入和递进式的提问导入方式这几大关键方面，不断激发

学生对音乐课堂的兴趣，加强学生对于音乐知识学习的积极性，提升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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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复习式的教学设计在小学的教学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在

小学的音乐课堂教学中也不例外，能够调整课堂中的导入过程，

让导入过程更加的完善和具体。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音乐教学经

验，对小学音乐教学的课堂导入技巧探究做逐一深入阐述，为广

大教育工作者解疑答惑。

一、设计复习导入的教学活动进行音乐课堂教学

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们能够在认识全世界各

地的音乐文化，还要充分掌握小学音乐学习的基本技能。在小学音

乐的教学中，虽其包含的基本乐理知识较为简单，但是有很多小学

生由于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就会认为小学音乐的教学中的乐理只

是比较枯燥。因此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在进行小学音乐新知识的教学

过程中，和学生们一起做好充足的复习工作，能够将他们的小学音

乐课时安排到日常学习的复习工作中去。但由于小学音乐的教学课

时安排的比较少，两个相邻课时之间的时间间隔又比较长，因此复

习旧知识过程应当在进行小学音乐的导入过程中进行开展，小学音

乐教师能够通过语言的梳理和歌唱的回忆模式来进行音乐知识点的

回顾，让接下来的音乐知识体系更加的完整。

例如，在学习《颂祖国》之前，对应的上一课时内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我国的国歌，这首歌曲的整体风格是非

常充满力量的，唱歌时能够将整首歌的曲风压低，表现出比较沉

重和严肃的特点。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在音乐课堂导入时向同学们

进行提问：“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同

学们你们还记得住这首歌曲的哪些要素吗？”从小学生们的共同

回忆下进行复习，让学生们共同大声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并且能够带领他们共同迅速的复习国歌的节奏与附点等相关音乐

知识。除此之外，小学音乐教师还可以组织小学生们进行国歌复

习的轮唱、表演唱等比赛活动，让小学生们在进行比赛活动的同

时增加对国歌节奏和歌词的有效记忆。

二、在多媒体技术的课堂之上导入音乐情境

小学生正是处于自我认知能力较差的时期，他们有时不能很

好的判断音乐的复杂情绪，因此小学音乐教师如果直接为小学生

们开展有关音乐的导入教学，他们会消化不了。很多小学音乐教

师都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音乐的情境导入能够有效的改变小学生们

在学习音乐时的课堂心态，这就会让小学生们不能从课件的活跃

状态迅速顺利的转变为课堂的学习状态，导致小学音乐课堂的低

效性。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形式为小学生们制造

有关音乐教学的适当情境，能够在课堂导入过程中充分的给小学

生们融入“以情动人”的相关理念，这样学生们能够在相应的音

乐情境中感受到歌曲的情感表达，还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导入效

果。

例如，在学习《快乐的小熊猫》这一音乐课程时，小学音乐

教师为了能够给小学生们真切的音乐学习体验，可以在课前给小

学生们利用网络技术给学生们搜集好有关熊猫的有关介绍和相关

事迹视频等等，能够将有关熊猫的相关图片与本节课的音乐相结

合起来。通过多媒体中丰富的熊猫图片与视频和本节课的背景音

乐为小学音乐课堂的导入过程增加趣味，能够充分的吸引到小学

生的音乐学习注意力。小学音乐教师还可以组织小学生们进行多

媒体音乐的设计活动，让他们自主设计相应的音乐图片来增加对

音乐课程的学习兴趣。

三、递进式的提问导入方式

在小学的音乐课堂中，课堂的导入方式还能够运用提问的模

式来进行，情境问答的课堂模式能够让小学音乐课堂变得活跃起

来。教师还能够通过问答的音乐课堂导入模式来猜想小学生们的

学习心理，及时调整孩子们的学习状态，能够让孩子们在音乐课

堂充满学习的积极性和趣味性。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在音乐课堂的

学习中利用层层递进的音乐相关问题对学生们进行提问，并且能

够利用本节课音乐的本质问题将小学生对音乐的想象创造力进行

充分的激发，让他们能够真正发展自己的音乐思维，提升自己的

音乐学习能力。

例如，在学习《平安夜》这一课程时，这首乐曲的旋律较为

欢快，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在音乐的导入过程中先为小学生们播放

这首音乐歌曲，让他们仔细的聆听，并且通过课堂提问的方法来

进行音乐课堂的导入，比如问学生们：“平安夜是哪个节日所特

有的？”“平安夜都能够做什么？”“平安夜的意义是什么？”……

相关问题来进行整个音乐课堂的导入环节。让小学生在小学音乐

教师环环相扣的问题中得到更多的音乐快乐，帮助小学生们理清

学习音乐的相关脉络。音乐教师还能够组织小学生们参与到自主

提问的活动中去，让小学生们互相之间进行有关“平安夜”意义

上的提问课程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小学音乐教学的大环境下，音乐教师要利

用课堂导入的方式，不断坚持做到以上几大方面，让学生不再只

是期盼着音乐课上无拘无束的氛围，而是真正地对音乐知识感兴

趣，继而使其小学音乐的学习生活充实且富有意义，也使得教师

自身的教学水平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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