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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巧用探析 
桑荔 

（甘肃省武威第九中学  733000） 

摘要：本文主要从微课概述及微课在音乐教学中的巧用进行探讨，微课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巧用能有效创建高效音乐课堂，提高
师生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初中音乐；微课；巧用；合理；有效 
 

音乐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渗透着更多情感。初中音乐课堂主

要让学生了解基本音乐知识和基本技能，如果巧用微课，能更加直

观地展示教学内容，更能促使人们进行有效的情感沟通，激发人类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调动学生们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主动性，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感知情感变化的能力，提高音乐的审美体验与

综合能力。 

一、 微课概述 
微课是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兴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教

学授课模式，它借助文字、图片、动画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完成对知识点的讲解，有效地辅助教师完成课堂教学的任

务。有多种形式和特点，使用时可以结合初中音乐课程的特点，根

据学生们对音乐的需求以及授课内容的需要等选取不同的微课表

现形式，如问答类、演示类、讲授类等多种形式辅助教学，内容可

以是音乐的鉴赏，也可以是音乐理论知识的讲解，一般仅包括一个

知识点或一个问题，但都比较简化集中，能让学生们深刻了解清楚

该知识点或问题。在时间上较短、灵活，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反复播

放观看，并及时获取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授课状态及内容等，

提高师生综合素质。 

二、微课在音乐教学中的巧用 
（一）巧用微课整合民歌教学 

在民歌教学中巧用微课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帮助学生们耐心倾

听音乐旋律，短时间内接触与欣赏世界各地的歌曲，了解各种不同

的民族性格，并促使他们触类旁通，从而唱好歌曲，同时帮助他们

更好的学习民歌，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在讲解“草原牧歌”的一

单元知识时，课前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可将若干首符合该单元特色

的歌曲集中整合在一起，展现该单元的特色，如《草原夜色美》《天

边》《牧歌》《美丽草原我的家》等蒙古族民歌放在一起制成微课，

制作微课时要保留其中最具有特点的部分，很好地集中展示蒙古族

民歌特色的部分，如最能体现长调中带有明显拖腔的部分、还有带

有舌尖颤音和上滑音的部分等。在课堂上用微课展示出来，使每个

学生都能细致的了解蒙古族民歌的特点，然后引导学生们模仿微课

中的经典片段，多次进行发声练习，真实感受到这些唱法的特点，

这样他们就很快掌握了唱法及其相关的知识。此外，还可将各种有

相同音乐特点的歌曲编排在一起制成微课进行歌唱教学，挑选歌曲

“西南情韵”“山歌嘹亮”“雪域高原”等，有效设计成不同的课件，

组合成中国民歌系列微课。课堂教学中根据相关的教学内容，合理

把握教学时机播放，提高学习效率。课后可以将这些微课的内容上

传到网络上，让学生用作平时自学的参考资料，自由下载学习，随

时自学，以便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及相关知识，拓展知识面。 

（二）巧用微课促进乐理教学 

乐理知识的掌握对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起重要的作用。因此，

我们可以在音乐教学中巧用微课促进乐理教学，就是将微课和乐理

教学巧妙结合在一起，帮助学生们更直观地掌握、深入理解乐理知

识，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与能力。例如，在学习《爱我中华》这首

歌曲时，由于这首歌曲是三段体曲式，具有歌曲音符跳跃、节奏紧

凑的特点，学习中可以很好锻炼学生的节奏感。但教学的难点是复

杂的节奏掌握，如果音准的节奏不准，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纠正

解决，而且效果还不好。如果采用微课形式教学，很快就会解决。

制作微课时，可先展示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合作的相关图片，激发学

生的民族感与学习音乐的兴趣，要鲜明区别不同节奏特点的部分，

就是将有不同节奏特点的部分采用不同的花来代表，加深他们的印

象，当他们看到不同的花，自然而然就会想起相对应的节奏特点。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更快地展开想象，教学效果更明显，比传统

教学方式中教师一遍遍地教唱好得多。另外，再将这些乐理知识，

如调式调性、五声调式、人声分类、常用音符、休止符名称与时值

标记、音程与和弦等，制成微课，让乐理的讲述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解决了学习乐理知识枯燥无味的问题，还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化、条

理化进行学习相关乐理知识，理解透彻，使得原本抽象的乐理知识

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使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了，提高了学习效

果。 

（三）巧用微课辅助器乐教学 

乐器在音乐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让学生在音乐教学中

能看清楚乐器演奏的关键，微课就是最后的教学利器。微课让器乐

教学有效化，帮助学生观察清楚演奏乐器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促

进学生更好地学习与把握演奏的技巧，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全面

提升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器乐教学时，运用竖笛

的课堂教学中，巧用“微课”视频逐帧展示乐器演奏的要点，展现

演奏乐器的过程等，提升教学效果。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竖笛练

习的口型和手型，就可用手机拍摄演奏竖笛的正确基本动作，在“微

课”视频中用特写的形式予以展示，同时在播放该动作时插入相应

的声音，直观形象、清楚明了，强化其学习兴趣。除引导与帮助学

生进行有效的练习外，还可以利用微课设计和竖笛相关的趣味活动

和小游戏，帮助学生在游戏中轻松掌握竖笛技法，并得以强化。然

后再利用微课展示一段旋律，引导他们倾听，并说出旋律的名称，

同时再用竖笛模仿出来这个旋律，进一步巩固学习的技法，直至熟

练掌握。当他们熟练掌握了竖笛的标准演奏技法后，再让学生根据

技法完成演奏《青春舞曲》。尽管他们掌握了基本技法，但还有学

生对这首曲子的节奏跟不上，是因为他们毕竟刚接触竖笛想学习。

此时，就需要再次发挥微课的优势，引导学生们跟着“微课”视频

模仿动作练习，跟着课件进行模拟演奏，要将微课视频的播放速度

调慢一些，逐帧播放，保证竖笛演奏节奏慢，使所有学生都跟得上

节奏，这样很快就能准确演奏了。还可采用“竖笛接力吹”的方法，

把视频调到随意的一处，引导学生紧跟着演奏，看他们所有同学是

否可以熟练接上。最后，还可引导学生尝试用竖笛模仿自然界的各

种不同声音，如虫鸣、鸟语等，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趣味演奏竖笛的

方法。运用以上策略与方式，带领他们进入丰富多彩的趣味学习之

中，熟练掌握其演奏技法，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音乐教学中巧用微课，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音乐

的兴趣，促进他们掌握更多的音乐基本知识与技能，提高音乐教学

的效率及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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