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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趋势下小学音乐教学的课程整合
张珊珊

（龙岩市小池中心小学，福建 龙岩 364018）

摘要：在当前社会中，现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音乐教学，为学生欣赏、感受、表现音

乐创设了一种良好的氛围，为我们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效率提供了新的选择模式。现代信息技术以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

等综合形式向学习者传播知识，丰富了音乐课教学内容。其优势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多样性、内容的生动性、学习过程的互动性等，同时

也为新型课堂教学结构的创设提供了理想的教学环境。笔者依据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针对小学生音乐教学的实际，合理地提出了信息

技术在音乐课中的应用。在本文，我将结合教学经验谈一谈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开展小学音乐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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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程作为一门素质课程对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音乐中包含文学、戏剧、舞蹈等

艺术形式，这种综合性使音乐天生具有良好的审美教育功能。

《新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音乐课程要积极利用多媒

体等丰富的教学资源，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结合信息技术可以打造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教学模式，

激发活力。通过信息技术整合视频音频等丰富的教学内容，音乐

课堂更加富有趣味性。

一、当前小学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教学内容枯燥

小学音乐教学主要以听和唱为主，跟其他课程一样，学生坐

在座位上听教师唱歌，然后动嘴跟着老师练习，没有其他互动交

流的机会。小学生生性活泼，这种模式下的音乐教学与基础学科

的教学模式无二，久而久之，学生必然产生厌烦心理。

（二）教学创新不足

音乐课程不在考试范围内，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音乐课

程长时间不受重视，音乐课时被基础学科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音乐课程的不重视导致音乐教学创新不足，目前，音乐课程主

要是以传统的单项性灌输形式进行，教师讲、学生听，缺乏教学

互动和教学反馈，上课形式比较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创新力和

想象力。

（三）教师专业素养不足

音乐课程作为一门素质拓展课程，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音乐

素养，音乐素养不仅限于会唱歌、会弹琴，也包括音乐审美能力、

编曲能力等等，但是一部分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不足，讲课时根

据课本内容进行较浅层次的讲解，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学生无法

体会音乐的美感，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兴致寥寥。

二、小学音乐教育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必要性

（一）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音乐教学与信息技术有效整合有助于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多

媒体课件可以运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媒介丰富教学内容，Flash

动画技术更是以动画形式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多姿多彩的

多媒体课件能够满足小学年龄段的学习需求，可以更好地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动画版的多媒体课件将生硬的传统课堂转化为兴

趣引导的课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信息技

术充分调动班级学生的感官，运用他们的听觉系统、视觉系统让

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使他们感知音乐、思考音乐。

（二）提升音乐教学实效性

音乐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区别在于，音乐课程重视学生们

的体验感。在传统课堂模式下，主要是教师弹唱，讲授乐理理论，

但是，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音乐课程可以各种各样的。网络资

料进行整合，课程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学生们音乐体验感也更强。

而且信息技术可以构造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学生通过讨论探究来

体验音乐，还可以自主整合网络资料，创作音乐。因此在信息技

术的辅助下，音乐课程的时效性增强了。

三、信息技术与音乐教学融合策略

（一）视听结合，加强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

音乐相比文学、诗歌等艺术形式可以创作出更丰富的想象空

间，每一段音乐都是音乐家根据其成长环境、人生经历以及由此

产生的音乐理解创作出来的，或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感悟，或表达

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品

中传达的文化内涵很重要。因为这可以使学生通过学习音乐感受

多样化的文化，进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而现代多媒体设备可

以创造视听结合的音乐场景，用视频资料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品

的文化内涵。

例如，《尼罗河主题曲》这首歌就展现了尼罗河的自然风光

和古埃及文明，教师在教这一课时，就可以打造视听结合的音乐

场景，使学生了解尼罗河的自然风光和当地人们的生活，从而认

识古埃及文化，认识世界多元文化。教师可用课件为学生展示尼

罗河的背景图画，同时给学生播放这首乐曲：古朴又平静的古埃

及图像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使学生仿佛进入古远的埃及，在三连

音的交织中，学生仿佛感受到尼罗河的宽阔，悠扬的音乐配上尼

罗河的背景图片，学生仿佛看到了尼罗河发展变迁的历史。这首

曲调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直观生动的画面，学生就能更清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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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音乐文化的多元特征及其丰富的生命力。

（二）氛围营造，培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学习音乐重在情感体验，情感体验是欣赏音乐、表演音乐的

前提。音乐情感体验是指学生可以与音乐作品达成一定的情感共

鸣，感受音乐中或欢快或忧郁的情感。具体而言，情感体验主要

指学生可以在欢快时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喜悦，悲伤的时候通过

音乐舒缓情绪，心理失衡时通过音乐调整情绪。运用现代化信息

技术可以很轻松地创设音乐情境。教师可立足信息技术形、声、

色的特点，创设直观的场景，引导学生体验，实现情感共鸣。

例如，《枫桥夜泊》这首歌就需要结合音乐情境。这首歌以

张继的《枫桥夜泊》一诗作词。诗写于安史之乱以后，诗人张继

途经寒山寺写下这首诗，始终充满了羁旅之苦和家国之忧。这首

歌的歌曲曲调也比较低沉，表达了一种愁苦之情。教师可以给学

生播放音乐视频，使学生们在视觉和听觉的作用下，进入到具体

的场景中，甚至是将自己想象成诗人，感受当时的环境，体验作

者经历的情感，进而加强对歌曲内容的理解，同时建构丰富的情感。

（三）理论讲解，培养学生音乐思维

教育学家杜威认为，发展学生的思维是促进学生不断发展的

关键。那么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就需要给学生讲解音乐理论，

包括曲谱、乐曲结构等。

了解了专业知识后，学生更容易理解音乐的含义。信息技术

可以辅助学生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因为音乐理论内容很丰富，

小学音乐课时少，教师不可能在课上给学生把理论知识全部讲解

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可以从网络上了解关于乐曲的专业知识。

例如在学习传统戏曲时，为了使学生对戏曲文化产生兴趣，

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戏曲文化，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戏曲的

专业知识。中国戏曲有多种派别，京剧、豫剧、粤剧等等，各个

戏曲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如豫剧唱腔字正腔圆，神韵淳朴，

格调新奇，刚健清爽、细致风雅，在表达人物内涵上，详尽进微，

一人一貌，绘声绘色；粤剧由于粤语唱词的特色而散发独特魅力，

粤剧在发展中受中原语音影响较少，所以粤语发音相对缓慢、稳定，

保留了大量古汉语元素。通过了解这些专业知识，学生对戏曲有

了更深的认识，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也提升了。

（四）审美修美，让音乐教学回归人本

音乐课程作为一门素质课程对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音乐中包含文学、戏剧、舞蹈等

艺术形式，这种综合性使音乐天生具有良好的审美教育功能。

《新课标》指出：“音乐作为中小学美育的基本课程，是学

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具有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以美育人功能。”

这说明了音乐课程对青少年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借助多媒体，

融合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使学生了解音乐文化的丰富多彩、培养

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将音乐和舞蹈相整合，在课堂上为学生播放瑶族舞曲，

视频中表演者身穿瑶族传统服饰，欢快生动地唱歌跳舞，仿佛生

活就是如此欢乐动人，表达了瑶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在教师的

合理引导下，学生将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更加顷服，对

民族文化的核心灵魂更加了解，进而体会伟大的民族精神，建立

民族意识和自豪感。

通过多媒体展示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可以丰富学生的视野与

音乐审美素养，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提高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

通过音乐鉴赏，学生可以感知音乐作品中的审美元素，对音乐的

美感的进行体验、感悟和评价，感悟音乐中表达的真善美感情。

音乐以特殊魅力形成教化功能，利用多媒体技术，让学生欣赏丰

富的音乐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审

美素养。

（五）整合网络资源，丰富音乐教学内容

积极利用网络资源丰富音乐课内容，这也是推动音乐课和信

息技术整合的必行之策。信息技术不是多媒体技术的代名词，网

络资源同样是信息技术的一部分，教师可以将网络上的视频资源、

图片资源进行整合，同音乐课有机结合起来。

比如，教师在进行京剧的音乐鉴赏时，教师就可以利用《梅

兰芳》这一电影的网络资源来作为相关的加上教学的补充。这不

仅有助于丰富音乐课的内容，同时对明确信息技术的广度、推动

音乐课的整合都有助益。

音乐课同信息技术的整合需要师生双方协同合作，教师作为

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既要充分地认识到音乐课和信息技术整合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两者整合面临的挑战。音

乐教师要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积极落实上述组方面举措，切实

为音乐课和信息技术的整合保驾护航，提供助力。

四、结语

在当前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背景下，音乐成为人们放松

身心的重要娱乐方式，一定的音乐核心素养可以使学生获得通过

音乐缓解学习和生活压力的能力。信息技术有助于学生感受到音

乐的形态美、意境美和情感美。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

特点，以多元文化融合为导向，让它在我们音乐教学的课堂中发

光发热，为学生的音乐艺术发展奠定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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