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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 
马炳婕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外国语实验学校  223100） 

摘要：艺术来源于生活，音乐作为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也具备浓重的生活化特点。小学音乐作为一门学科，其教学内容充分
地展示了其具备的生活化特点，小学的音乐课堂的学习内容往往是通俗接地气的，教师在进行开展教学时可以充分的借助生活化教
学模式，利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提升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教学实践，谈谈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小
学音乐课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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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类课程，是以培养学生音乐审美，

提高学生对音乐美的感知为教学目标，是具有情感特色的课程。传

统课堂是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的能动性通常并不

被教师重视，在各种课堂上教师一般是课堂中的输出方，学生只要

听好课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并不适用于音乐课程的教学。

音乐课堂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将音乐与

生活相联系，在课堂中利用发散思维获得更丰富的感受，因此小学

音乐教师应当不断开展生活化教学实践，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生活化

的元素，从而使音乐教学变得更具生命力，提高教学效果。 

一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情景，开设情境化教学 
小学音乐的教学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的特点，许多的课

程内容都与特定的故事有对应关系，承载了不同的感情色彩。教师

在开展教学时要注重学生的情感发展，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深层

次的认识，这可以通过根据音乐课本上的内容，创设出对应的生活

化场景，引导学生以音乐里面的人物展开感受，引导学生与之产生

共鸣。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外婆桥》时，可以给学生播放歌

曲的视频画面，然后再播放音乐，引导学生在听音乐时回忆自己与

外婆的回忆，引导学生体会歌手的情感，学生在听音乐与回忆的过

程中，可以获得更加深刻地感受，在学习这首音乐时也能够获得更

深层次的认识。 

二寓教于乐，开展游戏化教学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小学生的群体往往对于各种游戏都有天然

的兴趣。与其他的课堂区别较大，音乐课堂需要比较轻松的课堂教

学氛围，教师可以充分发挥教学的能动性，利用各种游戏的手段，

引导学生进行音乐的学习，将音乐教学融合在游戏的过程中，在营

造和谐的教学氛围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体会音乐教

学的魅力。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一起进行“击鼓传花”的游

戏，教师准备好小鼓、红花等游戏道具，教师在讲台上打点击鼓，

学生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个接一个地传红花，当鼓声停止时，小红花

落在哪个学生的位置上，就要指定那个学生展示歌唱，可以是课堂

上教过的歌曲也可以是课外的歌曲，目的在于增加学生的个人展示

机会，活跃课堂氛围，从而获得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注重情感培养的过程，发挥音乐的感染性 
音乐是感情的载体，相比其他的课程，一般教师会进行纯粹的

知识教学，课堂的气氛一般会是固定的。而音乐教师在讲课的过程

中，往往会更加注重发挥音乐承载感情的功能，开展情感教学，鼓

励学生对于相同的教学内容产生不同的认识，认识到歌曲可以成为

表达情感的一个方式。于是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时，要注意培养学

生歌唱时的感情，不能仅仅要求学生“会唱歌”、“唱对了”，要要

求学生带着感情去歌唱，这样的歌曲往往也会更加具有感染性。学

生只有对歌曲表达的情感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在歌唱时具有表现

力，体会到更深刻的歌曲意境。比如在学习《盼红军》这一首歌时，

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认识红军，比如说在课堂的开始先询问同学们

“你们知道什么是红军吗？”“你们听说过什么红军小故事吗？”

等问题，引导学生对于自己认识中的红军展开发言介绍，然后再为

同学们讲一些有关小红军的故事，让他们认识到那个年代的红军是

多么的伟大，当同学们对红军有一定的深入认识时，再引导同学们

“想不想学习一首歌唱红军的歌曲呀？”这时学生就会带着对红军

先辈的敬意去学习这首歌，更能够体会到歌曲中的人对于红军到来

的殷切盼望。这样的教学往往更能引起同学们对于歌曲情感的深入

认识，使同学们带着感情去学习歌曲，演唱歌曲，获得更好地教学

效果。 

四巧妙利用学生的想象力，在角色扮演中体会音乐 
生活是艺术的来源，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如今的小学生

的见识往往都更加广泛，对于不同事物的思考往往更有自己的见

解，于是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时，要注意发挥学生的创造力，鼓励

学生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激发他们对于音乐世界积极的探索欲

望。比如当学生学习《我若是小小鸟》时，可以让学生们幻想自己

愿意变作什么动物，然后按照《我若是小小鸟》的曲调进行填词改

编，想想自己如果是另外一种小动物，那么可以又怎么样的奇遇，

教师会获得很多学生奇思妙想的创作成果。再如在讲《牧童》这一

课时，可以让学生扮演牧童，幻想如果自己是那个牧童自己会怎样

生活，启发学生跟着歌曲进行动作的编排，一些同学可以演出十分

生动形象的画面，仿佛一出音乐剧，其他同学在欣赏同学的表演时

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学生往往会在这样的教学课堂中更加有

学习的欲望，进行学习时会以情感为导向，更加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能动性。 

结语 
在音乐课堂上进行生活化教学时，教师往往会更加注重学生感

情的培养，增强学生对于音乐的情感感知，注重让学生产生生活与

音乐的感应，让学生在生活中多多留心音乐，在音乐中不断感悟生

活。因此，教师应当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学生的感知能

力，情感共鸣能力的正向培养，所以作为音乐教师，更应当注重发

挥音乐具备的感情引导能力，帮助学生丰富情感。在生活化教学模

式的应用中，开展生活化的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有益的探索实践，

使得学生在音乐教学中得到情感的丰富与强化，生活化教学模式具

有巨大的教学潜能，本文针对这种学习模式进行了浅层的思考研

究，希望对于音乐教师开展音乐教学课堂有一些参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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