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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趣味游戏玩转音乐课堂，让孩子们乐享其中
池　婷

（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在小学阶段，音乐课是培养学生艺术气质的重要途径。由于小学音乐课主要以鉴赏为主，但是小学生缺乏对于生活的理解，

也难以进行深入的思考，无法领略到音乐教学的内涵，导致教学课堂教学的实效较差。为满足小学生的兴趣需求，采用趣味游戏式的教

学方法可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从而提高他们对于音乐学习的积极性，这对于音乐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

音乐课堂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趣味游戏教学方式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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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趣味游戏法在小学音乐课堂的应用现状研究

（一）趣味游戏法的备课环节繁琐

趣味游戏法与常规的教学方法存在着一定差异性。趣味游戏

法需要在备课环节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整理材料和案例，并

合理安排上课计划，对教师的上课经验需求较高，如果教师无法

处理趣味和知识的相互转化关系，会严重降低教学效率和教学质

量。

例如，在小学二年级《击鼓传乐》音乐课程中，教师要为学

生准备多种民族乐器，如锣、鼓、镲等，即使没有真实的民族乐

器，也要通过互联网为学生搜集相关资料，且每一种民族乐器都

需要找到相应的音乐作品，最后在寻找到一个将三种民族乐器融

合到一起的音乐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搜索大量的资料，

还需要将这些资料巧妙地安排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十分考验

教师的专业能力。

（二）学校对音乐课程的不重视

我国仍然应试化教育为主，注重学生的文化课学习，相比之下，

音乐课程往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部分学校为了保证文化课学

习时间的充足，会取消掉音乐课程，这就导致小学生难以正规的

接触到音乐知识，降低音乐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小学生全面素质

的培养。

（三）音乐教学方式单一

除了学校不重视音乐课程，许多音乐教师同样无法领悟到音

乐教学的重要性，导致音乐课教学流于形式。教师往往会抛弃音

乐教材，为学生播放一些流行音乐，带领学生唱唱歌，虽然能满

足学生的音乐兴趣，但是忽略了音乐教学的真谛，无法发挥音乐

课程的真正效用。同时教师难以创新音乐教学模式，每节音乐课

程大同小异，严重阻碍了学生的音乐发展。

二、小学音乐课堂开展趣味游戏法的策略

（一）小学音乐课堂与影视内容相结合，提高课堂教学的趣

味性

影视作品往往是将深奥的作品采用直观化的手段展现在大众

的面前，简化人们的理解难度。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有些作

品的意蕴比较委婉含蓄，学生因为思维认知能力尚未成熟，难以

理解其中的内涵，为此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来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从而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例如，在学习传统民族音乐的时候，教师将《流水》的古琴

曲配上国内动漫《秦时明月》演奏古琴的片段，利用学生熟悉的

国漫人物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兴趣。然后教师

进行现场的实物讲解，解释古琴的结构及其不同结构所对应的文

化来源。在最后，教师利用文字将古琴曲中的意境以及意向描绘

出来，让学生感受到高山流水的自然气息，从而达到情境交融的

艺术目的。

（二）创设游戏式的教学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小学生缺乏良好的想象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教师如果不能

够为学生创设一定的学习情境，学生难以融入到教学环境中，更

加突发体会音乐作品之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教师往往将教学作为

一个任务来看待，过度体现一个“教”字，对于“学”字掌握不

到位。教学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教师满足学生的音乐学习

兴趣，学生配合教师的教学行为，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够保证教

学质量的提升。

以《我的家在日喀则》为例，学生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并不

知道这是描写西藏的歌曲，为此，我穿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藏族服装，

学生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问道：“大家知道我身上

的这身衣服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吗？”有的学生轻易地答了出来：

“是藏族。”我鼓励了学生之后，并决定带他们学习一段藏族舞蹈。

我将每个舞蹈动作进行了分解，并让学生跟着我模仿，大家兴致

勃勃，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教学活动之中。

（三）借助多媒体技术，拓展教学资源

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拓展能力尚未发育成熟，主要是因

为他们缺少接触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利用生活中的常见内容作为音乐课堂教学的补充，让学生感受

到学习的乐趣。

例如，在《小动物唱歌》这节课中，我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学

生播放了生活中各种动物的叫声，然后将视频关闭，仅仅保留音频，

让学生比赛猜测发出各种声音的动物是什么，并尝试让学生模仿

动物的声音，学生的兴趣以及活跃程度被激发。看到学生的注意

力完全吸引到教学活动中来，我才开始正式的授课。

三、结语

在音乐课程教学中，教师不能将教学目标仅仅放在学生乐理

知识的学习上，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趣味游戏式

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小学音乐课堂的趣味程度，满足学生的兴趣

和好奇心需求，从而保证他们的注意力能够放在教师的身上，全

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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