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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情感教育的巧妙渗透 
李思影 

（重庆市万州区天星小学） 

摘要：在《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对于情感教育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维度，提出了如下五个具体的目标，涵盖了情感
体验、树立道德品质、培养音乐审美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巧妙渗透情感教育，使其课程价值得到体现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的来讲，小学音乐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渗透可以从其意义和具体策略上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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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音乐教学情感教育巧妙渗透的意义 
（一） 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小学音乐课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高学生音乐审

美鉴赏水平、培养基本审美能力的任务，为学生在未来体验音乐之

美、了解音乐之美，创造音乐之美奠定了基础。通过让学生了解音

乐的基本知识，如不同节奏的差异、音色的多样、器乐的种类和独

特的功能，使学生在音乐的情感共鸣中感受到音乐，增强欣赏音乐

的能力，达到美育的目的。 

（二） 有利于学生道德修养的树立 

在小学阶段，说教式德育往往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小学

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必须采用符合其身心特点的教学方法和内容，

作为实践与欣赏并存的学科，音乐课能够将道德观念完美地融入音

乐之中。通过音乐的培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

如小学三年级音乐歌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义勇军进行曲》

等。歌曲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可以让学生从

歌曲中感受到，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正确的道德品质，

丰富他们的道德修养。 

（三） 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种类丰富的音乐形式，对人类的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感受到音乐，那么

他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缺乏情感的宣泄和共鸣。有研究表明，听

音乐可以调节紧张单调的生活，放松人们的神经，对健康有益。即

使在小学阶段，小学生也会有自己的烦恼、学业压力和人际交往的

困惑，所以让学生的情绪通过音乐得到宣泄或共鸣是非常重要的。

这启示我们，在小学音乐课中，我们不能忽视情感教育的意义和必

要性。教师要通过音乐的美和独特的魅力以及音乐本身所蕴含的情

感来激发学生的心灵，它使学生的精神能够得到高度地享受，进而

体会到音乐乃至生命的美。他们能以这种愉快的方式健康成长，并

养成健全的人格。 

（四） 有利于学生情感品质的提升 

人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动物，就避免不了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交

往，沟通。因此，开展情感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情感素质，

小学音乐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小学生很容易被美妙

的音乐所感动，感受到音色和节奏所传递的情感。在具体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对作品的音乐形象进行完美的解读，帮助学生正确理

解音乐，从而感受音乐的美。教师要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精心

安排教学步骤，引导学生走进音乐作品的氛围。此外，教师要充分

挖掘音乐作品的情感，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本质，从而净化内心世

界。如果小学生对音乐作品产生情感共鸣，就会提高自己的情感素

质，显示情感教育的意义。 

二、小学音乐教学情感教育巧妙渗透的策略 
（一） 创设音乐情景，激发学生情感 

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是音乐教学的第一步。在情感教育中，教

学情境的创设极为重要。每个学生都应该成为课堂活动的主体，以

饱满而真实的心情投入到课程学习中。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营造

一个音乐场景，营造一种音乐氛围，可以激发学生产生情感，表达

情感，用情感参与整个音乐教学。在当前的小学音乐教学中，很多

教师以背诵歌词为主，以机械灌输和重复演唱为主，只做教学演唱

而不是欣赏音乐，音乐的情感没有与学生的情感融为一体，小学生

失去了学习音乐的兴趣。这样的教学是失败的，没有情感的熏陶作

用。例如，在《彼得与狼》的教学中，教师在课堂导入过程中，设

计了一种回忆童话故事的方式，为学生营造童话情景，进而揭示了

其以音乐表达童话的特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在学习歌

曲的同时对音乐产生热爱。 

（二） 挖掘教材内容，培养价值观念 

音乐课不仅仅是教学生听歌。歌曲的背后有很多元素等待着教

师去探索和利用，从而丰富音乐课和学生的音乐素养。因此，在音

乐课中，教师可以适当拓展，不仅仅在课本的表面知识上做功夫，

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受音乐的同时，从音乐背后人物的故事或历史

背景中获得情感和精神的启发，以及道德观念的树立。例如，二年

级的歌曲《游击军》，是洗星海和先珂创作的群众性歌曲，展示中

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它是一种具有两段式结构的宏大模式，从节奏

和强度的变化中，歌曲展现了游击队战士的精神风貌和光辉形象。

在教学这首歌时，教师可以延伸一定的背景知识，让学生了解当时

游击战士的英勇和祖国的困苦，进而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意识，培养

热爱祖国、尊敬先烈的情怀。 

（三） 开展音乐活动，促使学生参与 

音乐课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如果不以一定的活动为形式，

就会把歌唱变成说歌。要让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首先是让学生参

与课堂。同时，通过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师讲、

学生听的机械教学模式，并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让学生敢于展示

自我，表现自我，所以开展一定的活动是一种非常适合的课堂形式。

例如，在欣赏不同旋律的歌曲时，可要求学生根据听到的旋律自由

活动，随着音乐跳舞，让学生在课堂上享受音乐、参与音乐。再例

如，在讲解和欣赏器乐时，结合多媒体教学，学生可以通过视听的

结合来感受不同乐器的功能，对不同乐器产生好奇心，进而激发去

了解的欲望。 

总的来说，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

因此，教师要运用适当的策略，使情感教育在音乐课中潜移默化地

渗透，在美育方面体现音乐课的价值，为学生的情感修养、性情养

成、品格塑造和审美能力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学生今后的人生

发展提供艺术的发展，情感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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