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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杨梦真 

（安东卫实验小学） 

摘要：喜欢游戏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因此小学应用音乐游戏教学就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使学生在玩的过程中感受并体验音乐，

增强音乐学习兴趣，可更好的提高音乐教学的有效性。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及采取具体的

相应策略，从而为相关教育者提供一定参考，并促进学生不断提升音乐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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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小学教育体系中，音乐学科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兴趣、陶冶学生情操以及增强审美能力等多种

教育价值。音乐游戏是一种和小学生年龄、性格等特征相契合的高

效教学方法，有助于提升音乐课堂教学有效性，并有利于培养学生

音乐素养及学习兴趣。所以在新时期教育环境下，小学音乐教师要

高度关注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多样化，而在音乐游戏带动下构建高效

音乐课堂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2 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其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音乐游戏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因为大部分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不具备良好的专注力、自制力，

而音乐教师引入生动、多样且内容丰富的音乐游戏，可有效吸引学

生关注，使其在课堂学习中提高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促进课堂

教学效率提升。其二，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音乐内涵。大部分小学

生属于音乐初学者，对专业乐理知识掌握较少音乐情感感受不深，

音乐理解及思考能力肤浅，将音乐游戏应用在音乐教学中，可使学

生在参与游戏过程中深化理解乐理知识，降低音乐学习难度，使学

生积极的通过逻辑思维对音乐知识产生感性、理性认知，并有效提

升音乐知识理解程度与效率[1]。其三，有助于营造活跃、轻松的课

堂学习氛围。以往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学习氛围相对严肃、刻板，

不利于学生全身心的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长此以往容易失去音乐

学习兴趣，弱化音乐对学生的吸引力，甚至会产生胆怯、排斥等心

理。而通过运用音乐游戏，可在课堂中营造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

帮助学生缓解紧张情绪，使其畅游在音乐的海洋中，自主、自觉的

通过参与音乐游戏进行音乐鉴赏活动，并同步培养其音乐审美及鉴

赏能力。其四，有助于培养学生艺术修养。小学音乐教学不仅要关

注提升学生艺术审美，还要培养学生文化修养，陶冶其艺术情操，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引入音乐游戏，可使学生在游戏参与中深化理解

音乐内涵，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同步培养学生情操及艺术

修养。 

3 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组织角色扮演游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相关教育者要积极的通过引入音乐游戏

以锻炼学生音乐合作、模仿、观察等创造能力，并通过小学生感兴

趣的音乐形式调动其艺术表演积极性，提升音乐学习兴趣。小学音

乐教学中组织角色表演类以及情景创设类游戏，首先要求学生可根

据台词或者是歌词的内涵，结合自身理解将相关描述以肢体动作或

者语言神态等方式传达出来，促使学生提升音乐创造力、理解力以

及鉴赏力，使其深化感知音乐，不断提升音乐综合素养[2]。如在对

《小兔子乖乖》这首儿歌进行音乐教学时，教师就可先进行情境创

设，具体是先为学生声情并茂的讲述森林里大灰狼和小兔子之间的

故事，通过语言和动作生动地展示出大灰狼、小兔子的形象特征，

通过教师生动的描述，可使学生基本了解故事脉络更深刻的掌握人

物特点和形象，从而产生情感认知。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可穿插播放

《小兔子乖乖》这首歌曲，随后让学生结合故事内容分别扮演不同

角色，有的学生扮演大灰狼，有的学生扮演小白兔，学生们表情生

动、丰富，语言富有个性化，动作形象到位，活灵活现演绎大灰狼

巧舌如簧诱导小白兔开门，小白兔却机灵的知道外面不是自己的妈

妈而始终不开门的场景，此情此景学生在边唱边跳过程中深刻感知

音乐的节奏，感受生活中音乐无处不在，体验音乐带给自己的愉悦。

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音乐教学，可使学生更自主自觉的跟着音乐

节拍进行音乐学习，寓教于乐中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养。通过创设

角色扮演情境，可使学生充分释放个人天性，在此过程中练习个人

表演以及集体表演能力，培养其专注力、情绪管理、同理心以及团

队合作能力等。在音乐教学中组织上述角色扮演游戏，联合应用了

唱跳演综合演绎法、情感舞蹈结合法、角色表演法、歌舞同步训练

法等，在试音、训练、选角以及排演、演出全过程对学生进行全方

位的训练，使学生在亲身体验角色并主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提

升音乐素养[3]。 

1、设计声音采集游戏，培养学生节奏感知力 

小学音乐教师要认识到音乐的创作灵感源自自然世界和日常

生活，是多种声音聚合而成的，之所以产生音乐，是因为生活和自

然中的声音和人产生共鸣[4]。因此在音乐教学期间，要重点引导学

生通过多种途径发现并收集自然界或者生活中能够吸引人及可使

人产生愉悦情绪的声音以及旋律，并将所记录的声音带到课堂中和

其他学生以及教师分享。通过组织音乐采集游戏，可进一步拉近音

乐和学生生活之间的距离，使学生深刻感受音乐在生活中的无处不

在，激发学生的音乐探索欲望和学习兴趣，增强自信心，培养其艺

术感知力。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大自然界，不同旋律与声音均代表

着不同情境，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对不同音

乐节奏也会产生不同音感。小学音乐教学期间，教师可在课后作业

布置 

环节中让学生收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声音，比如风吹动树叶的

声音、河水流动的声音、鸟叫声、下雨的声音等等。在布置声音收

集任务时，可重点引导学生结合个人感受，用录音设备获取能够打

动自己或者自己认为好听的、有特色的声音，并将相关声音带到课

堂中和学生共同讨论与欣赏。最后教师可按月整合学生所收集声

音，并进行分类，在汇聚并剪辑原声之后，让学生再次聆听，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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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音乐传达出的韵律感以及节奏感，并同步分享音乐创作带来的

喜悦，促进学生提升音乐乐感及审美能力。 

2、设计想象创造类游戏，培养学生音乐鉴赏力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欣赏教学属于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音乐理解及感知能力，不过由于小学生年龄偏小，大多学生

对音乐的理解相对浅层化，对此，音乐教师要结合音乐游戏创新欣

赏教学模式，着重引导学生通过想象创造提升音乐感知力，并在全

身心的投入音乐游戏过程中深化理解与感受音乐，在大胆想象中体

会音乐的美，并逐步提升音乐鉴赏能力[5]。如在对《三个和尚》进

行欣赏教学期间，教师就可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开展分

段叙事游戏，主要是让学生结合童话故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

意自行组织表演活动。组织游戏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可分别扮演三

个和尚，并再现因为喝水而吵架还有寺庙大火等相关故事情景，由

此创设音乐游戏情境。在学生表演结束后，教师可让学生尝试着对

自己及他人表演进行评价，真实表达情感，感受音乐内涵，培养学

生音乐欣赏能力。在组织音乐教学期间，教师要注意不给予过多干

涉和管束，主要进行动态观察，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积极性评价。

如在对《小红帽》进行欣赏教学期间，也可组织学生进行表演游戏，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猎人割开灰狼肚子来解救小红帽和他外婆的场

景，大部分学生在模拟割开灰狼肚子这一场面时会借助物体来代表

刀，并用物体摩擦的声音模仿刀的声音，但其中有个学生却用拉链

闭合的声音来模仿相应动作和声音，这种创新、即兴的表演教师要

及时给予肯定，鼓励其他学生也积极发挥个人想象力，创新表演方

式，促使学生建立多样化思维方式，同步培养学生个性及音乐品鉴

能力。音乐游戏和学生年龄特征较为契合，在音乐实践教学中多元

化的创新音乐游戏类型，可帮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音乐情境当中，

深化理解音乐内涵，结合音乐背景提升音乐感知能力，并在欢乐、

轻松的氛围中提调动音乐学习兴趣。 

3、开展合作类游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力 

小学音乐教学中引入音乐游戏，要充分发挥游戏的引导性作

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参加游戏项目，并在投入游戏过程

中感受合作探究的价值，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品质。小学音乐

教师在创新音乐游戏教学模式中要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结合教学

目标及任务合理选择游戏内容，在游戏带动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并不断提升合作探究能力。比如在对《粉刷匠》进行音乐教学

时，就可先将学生划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的人数相近，随后播

放音乐，让学生对教师打节拍的动作以及时机进行观察，在教师示

范之后要求各小组成员模仿教师打节拍。通常对于小学生来说打节

拍具有一定难度，而若在小组内部合作完成，能够适当降低学习难

度，通过组织此类游戏，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记忆能力、肢体协调性

以及团队合作力等。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打结拍练习，不会因

为难度过大而产生退缩心理，而是在其他学生带动下以及教师鼓励

下更加积极的分工、讨论，在互相协作过程中掌握打节拍的节奏，

基本上每个小组经过团队协作都能顺利完成游戏，并同步提升合作

探究意识。 

4、组织音乐剧编创游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和单一的乐曲教学相比，音乐剧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且有一定

故事性，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引入音乐剧，可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同时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对故事往往表现出更高兴趣，所以大部

分学生都会被音乐剧情节吸引，就会更积极的学习。小学音乐教师

在教学组织中可带领学生共同编排音乐剧，以音乐剧饰演方式使学

生沉浸在剧情中，对各个角色的情感变化有深刻理解和认识，感受

音乐剧的乐趣，并培养学生音乐素养。比如在对《我们的家园》进

行音乐教学期间，教师就可在这一章节教学之前预先布置教室环

境，在课堂教学之初先为学生播放以《我们的家园》为主题的动画

课件，进而播放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了解乐曲旋律和故事情节，随

后组织学生编排《我们的家园》音乐剧，在之前一系列铺垫工作基

础上，学生们大多都积极参加音乐剧活动，在编创以及演绎这一音

乐剧过程中营造愉悦、舒适的学习氛围，感受音乐剧的趣味性，充

分发挥其教育性。为使学生在演绎及倾听音乐剧期间获得感悟，小

学音乐教师还要注意合理筛选音乐剧，可重点拓展教材中的文本内

容，以有趣、生动的形式为学生展示，深层次诠释文本内容，使学

生进行有效学习，深刻感受音乐的魅力。 

5、创设音乐竞技游戏，锻炼学生音乐表达意识 

小学音乐教学期间，相关教育者要根据新课改要求组织音乐游

戏活动，在游戏教学相关理念指导下科学创新音乐游戏，帮助学生

逐渐形成综合性的学习思想，并进行拓展性学习。所以，音乐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引入竞技游戏，以生动、形象的音乐活动调动学生音

乐学习热情，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综合学习思想，训练其音

乐感知能力及表达意识，提升音乐核心竞争力。比如小学音乐教学

中可组织音准识别竞赛游戏，以提升学生的音符感受能力和反应速

度。小学音乐教师可将教材曲目当做游戏素材，随后进行小组划分，

教师先完整的弹奏一遍曲目，使学生对曲目有初步印象，随后选出

不同小节当做每轮竞赛比赛曲目，以培养学生音符识别能力。游戏

中每一组选出一名代表，在教师弹奏后让各组代表进行抢答，说出

教师所弹奏音符。游戏开展中，教师可结合实际情况逐渐增加游戏

难度，逐渐从单音符识别竞赛转变成片段曲目识别竞赛，以锻炼学

生音准和记忆力，培养其竞争意识。 

6 结束语 

音乐不仅是一门极具审美性、情感性、主观性的艺术，也是一

门充满审美情趣和情感的学科，对培养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相关教育者要基于学生认知能

力以及年龄特征等，积极利用音乐游戏，营造活跃、轻松、高效的

音乐课堂，以调动学生音乐学习动机和兴趣，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

及感知力，促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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