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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学音乐互动式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杨明辉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实验小学，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小学音乐学科作为美育教学的重点科目，承担着培养

学生审美能力、促进学生艺术素养形成的重要职能，显而易见，音乐学科又再次受到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其对小

学音乐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其中，互动式教学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心理、接受心理，迎合了他们的学习特点与其对音乐学习

的不同需求，有利于构建一个“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交互式课堂，凸显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地位，是提升小学音乐教学质量、贯彻

新课标理念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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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程标准》中提到“教师是沟通学生与音乐的桥梁”“教

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关系”，强调了音乐

教学中互动的重要性。考虑到音乐教学的特殊性，它对学生的音

乐天分与艺术修养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教学中引入“互动教学”

理念，在游戏互动、角色互动与乐器互动中营造和谐、愉悦的教

学氛围，让学生自发走进音乐、聆听音乐、感受音乐进而诠释音乐，

将更多的美好通过音乐传递给学生，彰显音乐教学的最大价值和

意义。

一、小学音乐互动式教学内涵理解

应试教育理念与传统授课方式长期引领教育教学走向，压抑

了学生的个性、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散，学生多是采取死记硬背

的学习方式，对知识不求甚解，从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利

于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违背了素质教育的理念。“互动式”教

学的互动性、趣味性、丰富性与多样性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在

真正意义上让“课堂权杖”由教师逐渐转移到了学生手中，实现

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从狭义角度来看，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

异，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以学定教，开展个性化音乐教学活动；

从广义角度来看，这是传统教学形态向现代化教学形态的转变，

是当前教育教学的指向标。

义务教育基础阶段正是培养学生求知欲、探索能力与形成良

好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学生们在音乐学习中

整体呈现出想象力丰富、思维意识活跃等的特点，此时互动式教

学模式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能顺利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培养他们对音乐学习的感知力，增强学生的音乐学习体验。而培

养目标是基础，教育方式是关键。从这个层面上看，在“互动式”

教学模式下，我们必须要把它上升到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以及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高度去认识，尽情让学生在课堂上释放天性，

发挥其主观学习能动性，实现音乐教学的目标。

二、新时期小学音乐互动式教学的具体实践策略

本文将互动教学的具体实践灵活应用在游戏、角色与器乐教

学中，通过多元教法将互动教学理念渗透到音乐教学的方方面面，

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凸显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让音乐课

更显成效。

（一）游戏互动让音乐课堂“趣”起来

音乐游戏的互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游戏形式的丰富性

与趣味性，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起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营

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实践研究表明，当学生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

状态时，更易于学习与理解知识，发散思维。而音乐游戏形式与

内容能在最大程度上简化抽象的理论知识，创设有趣的教学氛围，

让音乐课堂“趣”起来。

1. 动作游戏

于小学生而言，年龄、知识储备与经验等的不足特点，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但是活泼好动、

想象力丰富又是这一阶段孩子的显著特征与独特优势，这时，我

们可以借助学生们的这一优势，在肢体动作和游戏中给学生带来

最大的音乐获得感。如模仿、舞蹈等，让学生在肢体动作中感受

音乐，进而投身于音乐课堂中。

例如，在《火车过瑶山》的教学中，我首先抛出问题：同学们，

你们坐过火车吗？火车是如何开动的？然后，我让学生们进行表

演。只见，有的学生模仿火车行驶时候的声音，有的学生和其他

小伙伴一起手搭肩模仿火车行驶时候的样子，其他学生见状也纷

纷跃跃欲试。当学生们投入进来时，我为他们播放了音乐，在整

个肢体游戏的互动过程中，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肢体协调能力

和身体的律动感都在游戏互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2. 识谱游戏

识谱教学作为音乐教学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学生们普遍反映

难学、难记的部分。以往由于识谱教学较为枯燥，学生的参与度

不高，课堂质量不高。因此，结合音乐游戏，增强识谱教学的趣

味性能有效改善这一问题。

例如，在《小蝌蚪找妈妈》的教学中，前期，我给学生进行分组，

以小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中期，我让他们戴上相应的符号头套，

出示游戏规则：只有唱出头套上的音符才算是“找到妈妈”；后期，

看哪个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唱出的音符最多，即为获胜。在本课教

学中，我通过阶段性教学让带领学生感知整个音乐过程，在游戏

进行过程中，学生们为了小组荣誉都铆足了劲头，识谱能力均得

到了培养与提升，相应地他们的音乐学习潜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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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发，一举多得。

3. 记忆游戏

音乐游戏的开展也是建立在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因此其在

寓教于乐的同时也能培养学生对音乐旋律的把握能力，让他们更

好地掌握音乐的记忆点。

例如，在《粉刷匠》的教学中，在课前我为学生制作了音符

卡片，将其贴在黑板上，讲授音符内容，带领学生学唱，使其形

成初步记忆；之后，让学生在小组中围成圈，借助多媒体设备为

他们呈现歌曲，带领所有学生绕圈踏步，使其感受音乐的节奏感，

掌握记忆点，感受歌曲旋律是否正确。这一形式可以培养学生的

识谱听辨与记忆能力，在良好的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中加深学生

对歌曲的掌握程度。

（二）角色互动让音乐课堂“动”起来

角色扮演作为情景教学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新课改实施

后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教学方法，其主要在于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有目的地借助学生的生活实际为其创设相应的教学场景，在角色

模仿与扮演的过程中让学生感知学习内容、理解知识，深化认知

的一种教学方法。音乐课上的角色扮演，可以给学生们营造身临

其境的感觉，让音乐课堂“动”起来，在画面与情感的渲染中，

加深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辅助教师课堂教学之余延伸了学生的学

习经验。

1. 引发共鸣，呈现场景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仅仅依靠教材中的现有资源

开展音乐教学往往显得单调。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与教育教学形

态的转变，引入更多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外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满足不同学生对音乐学习的需求，让他们根据内容与自身的不同

理解进行角色扮演，走进人物的同时感受音乐氛围，反思音乐内容，

循序渐进把握音乐情感。

例如，在《游子吟》的教学中，歌曲主要是让学生感受母爱

的伟大。由于歌曲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为更好地深

化歌曲主题，增强学生的感受力，我在歌曲教学前为学生呈现了

几个体现母爱的生活场景，让他们由此及彼，切实引发学生们的

情感共鸣。在这一情况下，学生们再通过换位思考，表演视频中

的场景，这样他们会对歌曲的理解与感悟更深刻。从学生的理解、

表演与感受的这一过程来看，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得到了升华，审

美能力、鉴赏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培养。

2. 师生互动，促进扮演

师生互动是教育教学的永恒旋律。有效的师生互动不仅能营

造和谐、愉悦的教学氛围，还能扭转学生对教师严肃、刻板的固

有认知，密切师生情感，这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而角色

扮演又离不开教师的有效引导与学生的积极参与，因此，师生互

动是促进角色扮演的最佳途径。

例如，在《郊游》的教学中，为使学生感受歌曲的情绪变化，

我提问学生：郊游的时候，你们都选择什么工具出行呢？学生们

的回答各不相同：火车、汽车、飞机等。然后，我让他们扮演开

飞机、开汽车的样子感受音乐律动，这时，学生们全都仔细聆听，

感受歌曲中情绪的变化。接下来，我进行正确的师范，让学生进

行模仿，借助身体的各种感官去学习。

（三）乐器互动让音乐课堂“活”起来

乐器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占比较大，这也是学生理解音乐

时可以借助的最有效媒介。基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要求音乐的

节拍与力度都要通过身体动作唤醒和发展。因此，乐器互动教学

势在必行。

1. 利用器乐传达信息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电子琴、手鼓等比较常见。我们可以借

助这些乐器教学向学生传递一定的乐理知识，传递课堂信息。

例如，在《时间像马车》的教学中，我利用双响筒打出歌曲节奏，

让学生根据节奏演唱。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三角铁、铃鼓等奥

尔夫教学用具发展不同的教学方法，借此让学生感知不同乐器的

音色，增强学生的音乐学习体验感。

2. 师生乐器互动

乐器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手脑并用能力有很大帮助。但是乐

器教学相对复杂，正因如此，很多教师对乐器教学十分抗拒。考

虑到小学生们天性活泼好动，当教师开展教学时，面对一个班最

少四五十人的学生群体，当他们拿着乐器演练时，出于好奇很多，

他们的乐器学习往往会偏离正轨，很容易影响课堂纪律，阻碍了

教学进度。

例如，在口风琴的教学中，教师要着重指导学生对口风琴的

模仿训练，感受曲子节拍。另外，教师也可以分组进行评比，让

学生监督，培养他们的专注力。最后，在教学环节，以身体“打”

节奏，唤醒学生的节奏感、律动感与力度感。乐器互动教学在小

学音乐教学中的占比较大。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乐器教

学相较于其他教学模块而言开展过程较为复杂，师生互动难以有

效进行；另一方面，乐器又能提升音乐教学效果，给学生带来无

尽的想象，这是音乐教学的魅力，因此，教师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工作。

三、结语

音乐浸润着孩子的心灵，播撒下美育的种子。在游戏、角色

与乐器的互动教学中，从视觉、动作到听觉，全方位调动学生的

感知，把音乐课真正上成学生的主动学习课，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让每个学生都自信、快乐地成长。另外，互动教学对于提高教师

的课堂教学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还

要还将继续扎实开展音乐教学活动，总结经验，不断提升音乐教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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