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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杨艳芳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中和社区中和小学）

摘要：音乐是一门可以展现你情感的艺术且是一门充满律动的艺术，与此同时音乐又像是一棵茂密的柳树，一条蜿蜒的小溪，

一缕春天的阳光，带给你不同时节的光景。音乐同时能够将不好的情绪宣泄和表达，起到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效果，在音乐的赏析中

也能很好的修养自己的艺术气息，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做到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的艺术审美得到了提高，

它总是以一种精神上的、意识上、心灵上的同步来带给你感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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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正式美德阶段培养的重要时期，对于很多艺术形式的鉴

赏正在蓬勃的发展中，同时对于音乐的感知以及一些音乐的理解也

正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音乐课上教师对于孩子音乐及艺术的培养是

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教师需要让孩子们主动的感受音乐，让其了解

音乐中所要传递的情感，以及尝试从更高层次以及更深层次的角度

去理解和赏析音乐，以此来激发和培养孩子们对于音乐美感的感知

和鉴赏，让小学生们从小就一双发现美的眼镜和感知，从而培养正

确的音乐观。

一、情感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贝多芬曾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出现的地方”这句话充分的

说明了音乐出现的意义就是对于情感更高程度的表达。不过我们需

要知道的是，音乐艺术的出现均是来自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音乐

就是采用了独特的形式在表达着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生活，时而

热烈时而平淡，感情的表达给了音乐更加丰富的色彩。如果演奏音

乐或者演唱音乐的人只是懂得了表演的技巧，却不懂得如何表达自

己的情感，那么那个音乐就是乏味没有灵魂的音乐，将不会打动大

众，不会被大众所喜欢。而音乐教育的主要主旨就是希望学生们能

够通过音乐的培养来调动人心中的感情，从而对音乐产生兴趣。由

于音乐有这样的特点，目前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已明确提出要把

“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在课程目标的首位，主要在于对于情感

的体会，让情感能够得到表达，教师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孩子

的完善人格以及对于美的追求和艺术鉴赏的综合能力，让孩子成为

更加优秀的人。

二、在教学过程中培养情感

小学生年龄普遍较低，对于很多人生的阅历还尚且不足，但是

孩子的情感是十分真挚且真实的，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表达处于还

在发育阶段。对此，为了更好的培养孩子音乐的综合素养，就必须

采用多种音乐的教学手段，让孩子从以下几个方面学习和掌握音乐

情感：

1.教唱手段要多样化

在小学学习歌曲时，教师是讲解该歌曲情感的主体，也就是情

感的传递人，所以教师对于本歌情感的理解将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

孩子对于这个歌曲学习的效果。所以教师在教学音乐的时候不能同

语数英一样，需要更加丰富且更加富含感情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

对自己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修改，将课堂上音乐表达的更加真实且

热切，让音乐课堂有很好的，浓厚的氛围。同时每个学生都有性格

和个性上的不同，需要了解其不同，再因材施教，做到能够对每个

学生都有很好的培养音乐素养的作用。

2.提高小学生的音乐文化修养

歌唱是一种表达的艺术，老师只是交给孩子如何去唱对音调还

不够，教师需要的时教孩子如何在这首歌上运用唱歌的技巧去表达

自己的情感，让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觉能够传递给他人，以此来增

加学生的音乐修养。为此，教师得先去了解透彻本此教学乐曲中的

情感是因为何而产生的，是如何被表达的，然后子再在课堂中讲解

给学生听，让学生去感受去理解。

三、在音乐活动中体验情感

音乐的出现可以帮助现在的孩子们更好的表现自己并帮助孩

子们拥有更高的的创造思维与创造性精神。让孩子在音乐中得到成

长，情感的教学不但可以在音乐中得到，还可以在孩子进行音乐的

表演中得到，让其拥有自信，获得胆量，给予孩子们表演的舞台，

让孩子们有机会展现自己的长处，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1.培养学生个性

在音乐感情的培养当中，教师们可以适当的给学生单独展现的

机会，就好比在课堂上让其单独演唱。而演出时，教师再去邀请孩

子的家长以及领导等等去旁听，同时鼓励孩子，让其不要担心，勇

敢演唱，这样不但能够很好的培养孩子的音乐素养以外，同时也能

很好的使得学生有更大的胆量，变得更自信勇敢。

2.增强合作能力

在音乐唱作合作中，很多都是需要相互配合以此来达到音乐之

间的协调性，让音乐更加美妙，但是如今时代的学生都有很强的自

我展示意识，个性也都非常的强，所以很多时候队伍的磨合会产生

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去培养其合作的意识和合作的能力了。

音乐与情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毕竟乐由情而发，情又由乐而动。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把情感教学运用到音乐教学当中，毕竟这个是目

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黑格尔曾经说过，音乐是心情的艺术，音乐直接针对着我们的

心情。只有帮助当前的学生们产生浓厚的情感教学在氛围里，在师

生们与音乐的情感互动当中，一起共同探索音乐带来的美，并感受

音乐之情，才能帮助学生们在音乐教育中找到真正美的体验与收

获，得到美的更好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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