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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课堂中如何巧妙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崔雅宁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五星坪小学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小学教育应紧跟时代步伐，满足当今时代对学生提出的各方面要求，在音乐学科的教学中应当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并在其他学科中也善于利用这项技能去挖掘知识，形成能力，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提高综
合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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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强调：学生是课堂

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一个能引导学生参与的教

学环境，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学习，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在音

乐课堂中自主性学习，是需要音乐教育工作者不断钻研的问题。 

一、启发学生思考，开拓自由空间 

古人云“学起源于思，思起源于学。”应当鼓励学生多发出疑

问，遇到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学生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并解决问

题，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和学生一同讨论问题，交流问

题，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引发问题的情境为学生起到搭建平

台的作用，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有足够的机会进行自我展示。

课堂中要教师巧设疑问，把握住教学节奏，调动每一个学生都动脑

思考起来。有利于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整体素质全面发展。 

例如在学习《狮子舞绣球》这篇作品时，可以先让学生先想象

一下舞狮的画面，然后播放音乐，引导学生把想象的画面带入到节

奏当中，舞狮的画面在脑海中自由律动，学生们的大胆想象、自由

创造的同时使他们的创造能力得到发挥，自主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

高。 

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活泼好动是小学生普遍的特性，同时注意力和耐力都很不稳

定，课堂中很容易被外界事物影响，但小学生也有对新鲜事物有着

强烈的好奇心，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要激发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些游戏环节，启动和维系学生对于

学习的注意力和热情，对所学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在教学过程中，

要多尝试一些手段激发学习兴趣，可能每当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手

段，学生就会被吸引住，学习兴趣大增。例如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感

受和体验音乐，带领学生们跟着歌曲的伴奏拍手、捻指、拍腿、跺

脚使学生们参与到音乐当中，不仅能够使学生自主的学习，还可以

引导学生对音乐内容和音乐课堂感兴趣。在教授音符的时候，不急

于讲解音符抽象的名称和含义，先让学生们从身边寻找相似的声

音，这样可以让学生把音乐和生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有更感性的

认识，从发而引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 

三、捕捉闪光点，科学的评价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应用鼓励的语言激励引导学生，不要用答

案固化学生的思想，即使学生回答出现错误，也不要指责和嘲笑，

表扬学生的畅所欲言和丰富的想象力，必须尊重小学生的独特的感

受和见解。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的本领，而在于鼓励、唤醒、

鼓舞。教师的一个点头、一个微笑、一个赞赏的神态很可能就会影

响学生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很多胆子小、性格腼腆、自卑感强的

同学，他们不敢在同学和教师面前表达自己，更不敢在音乐课堂上

放声歌唱，这个时候很需要教师诚挚的爱去呵护他们，他们比其他

大多数学生都需要这份鼓励，转化为勇气和信心。科学的赞赏和鼓

励，发觉学生的闪光点，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们体验到

学习的快乐。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表演，选择一首歌或者一段舞

蹈让学生结组完成表演，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也大大地激发了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鼓励学生的同时又要准确的反馈他们出现的

问题，摒弃如“唱得真好”、“你真棒”这类没有实质性和方向性的

指导，可以通过“我们唱的非常不错，可怎么样唱才能更好的表达

这首歌的情绪呢？”或者“同学们唱的非常好，在合作和演唱的过

程中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在鼓励的同时，也可以给学生留下问题，

培养学生在体验和感受音乐的同时，养成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解决

问题的好习惯。 

四、充分利用高科技设备 

现在的课堂上有很多科技设备，这可以很直观的把音乐所表达

的意境表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对不了解的音乐形象有更好的理解。

有了音乐和画面的结合，学生一边欣赏优美的音乐，一边观赏画面，

这可以使学生融入一个“声、形、光”融合的音乐世界，这样会加

强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如在学习《唱响羌笛跳锅庄》这一篇时，学生很可能没有听说

过羌族这个少数民族，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时就可以运用

投影技术给大家介绍少数民族羌族，也可以展示羌族特有的习惯和

民族舞蹈，还可以让学生们跟着视频学习羌族的舞蹈，激发学生的

表演欲望和创造欲望，学生主动参与其中，体验感加强，兴趣盎然。 

五、强调乐器教学 

器乐教学时通往更好地体验音乐的桥梁，但是这是大多数教师

很容易轻视的内容，乐器教学可以很好的引导学生参与自主学习。

在继承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同时，加入新的元素可以让学生体验不同

的形式。让学生合作完成一首作品，划分不同的声部，让学生练习

乐器体验不同的形式，这样能够让学生自然的融入教学活动中。 

结束语 

总之，小学音乐教学中需要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充

分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学生个性能力与整体能力共同进步。在教

学中实施“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

充分拓展学生的学习潜能，为各类学校培养出创造性人才，为学生

终身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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