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8 

器乐进课堂  教学添色彩 
林桂虹 

（茂南区教师发展中心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音乐课程的改革，让器乐教学成为音乐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在我区，器乐教学仍然是个薄弱环节，选择合
适的器乐，将其引进音乐课堂，必将会丰富我区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充实音乐课堂，改变音乐课堂的教学面貌，使音乐课
堂教学增添色彩，活跃校园气氛，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也会随之得到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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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程的改革，让音乐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器

乐教学成为音乐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器乐教学引进音

乐课堂，必将会丰富我区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充实音乐课

堂，改变音乐课堂面貌，为我区音乐课堂教学增添色彩，活跃校园

文化气氛，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也会随之得到全面提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一、巧设情境  激发兴趣 
学习器乐，兴趣是关键。学生的好奇心强，刚开始接触各种乐

器，都会感到新鲜、好奇，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学生就会感

到枯燥乏味，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就要抓住有利的时机，善于发现

身边好的器乐表现素材，巧妙地创设一些有趣的教学游戏和情境来

激发学生学习课堂乐器的兴趣，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乐于

学、喜欢学。 

例如：在一次音乐教研活动中，其中一位音乐老师上了一节竖

笛课，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吹竖笛。在教学竖笛的过程中老师

抓住学生的好奇心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采用了丰富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首先范奏一曲《茉莉花》引出竖笛，燃烧起学生渴

望学习竖笛欲望，当老师吹奏完，学生已经在蠢蠢欲动想吹奏竖笛

了。这时，老师赶紧抓住契机，继续激起学生的兴趣，介绍完竖笛，

让学生动手摸一摸、用嘴吹一吹，体验一下自己吹奏出来的声音是

怎样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让学生找出笛头、笛身、笛尾，还

有吹奏竖笛的准备动作、演奏姿势等等。整节课老师设计了各种有

趣的游戏和情境，时刻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学生学习竖笛的

兴趣，如接龙游戏、传红花游戏，老师还利用音乐来源于生活，生

活中处处有音乐的要素，创设了模仿马蹄声、小鸟唱歌、大象走路

等情境，让学生在掌握吹奏竖笛的基础上用竖笛模仿这些动物的声

音。学生们在奏和演中快乐地学习竖笛。 

二、立足课堂  丰富内容 
没有器乐教学的音乐课堂，是枯燥的，也是片面的，把器乐引

进音乐课堂，改变了传统单一的音乐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把器乐

和唱歌结合在一起，使音乐教学的内容更丰富。只有立足课堂，才

能使学生在课堂中去感受器乐之美、发现音乐之美，真正走进多彩

的音乐课堂。 

如把口风琴引进音乐课堂，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集键盘

和吹奏于一体的小乐器，在歌唱教学中，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

老师唱一句，学生唱一句，这种单一的教唱，学生会感觉枯燥，无

法在音乐中发现美，课堂气氛活跃不起来，也解决不了音乐课堂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节奏、音准、视谱等。但是，把口风琴引进课

堂，不仅解决了这些课堂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还可以为歌曲伴奏，

活跃课堂气氛，丰富了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中感受音乐美的同

时还可以感受器乐之美。 

曾听过一位音乐老师上的一节歌唱课《排排坐》，这是一首广

东民歌，里面出现了（×××、前十六后八，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

奏），这些节奏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比较大，老师除了用

其他方式让学生掌握这些节奏型外，还加进了口风琴，让学生吹奏

难点节奏的旋律，在吹奏的同时既掌握了节奏，又提高了学生的识

谱能力，通过这样的练习，更好地巩固了歌曲里的难点节奏。学会

歌曲后，设计各种音乐活动，如分组利用口风琴为歌曲伴奏，把全

班同学分成两组，一组吹奏、一组演唱，用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巩固歌曲，丰富音乐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标，这样学生在唱和奏

中不知不觉就熟悉了歌曲，掌握了歌曲的节奏和音准。课堂上既有

歌声又有口风琴伴奏的声音，让学生在唱和奏中感受到了与同学之

间合作的愉快，又感受到了器乐之美和音乐之美，精彩无限。 

二、稳定节奏  活跃课堂 
音乐离不开节奏，而节奏是音乐的骨架。课堂乐器中节奏感最

强的就是打击乐器，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掌

握旋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稳定节奏，也是合作性比较强

的一种课堂乐器。还可以营造一个和谐、活跃的音乐课堂气氛，为

音乐课增添色彩。 

在以往的音乐课堂，欣赏课就是播放曲子让学生不断反复的聆

听，一节课下来，学生也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内容，更不会知道哪个

乐句是哪一部分，哪个乐句是主题旋律等等。但是，把器乐引进课

堂后，上音乐欣赏课也是有滋有味了。例如，在一次全区的展示课

上，有位老师上了一节欣赏课《铁匠波尔卡》。在教学过程中，她

利用打击乐器中的碰铃让学生模仿乐曲中的打铁声，当听到打铁声

就用碰铃敲出打铁发出的节奏。为了进一步让学生熟悉主题旋律、

掌握主题旋律的节奏，老师利用双响筒、沙锤、木鱼，把学生分成

三组为乐曲的主题旋律伴奏。首先是各种打击乐器分声部练习，然

后再合奏起来。通过打击乐器的配合表演，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节奏

感和合作意识，让学生主动参与表现，在伴奏中体验与同学之间合

作的快乐。老师把打击乐器引进音乐欣赏课堂，将音乐的基本技能

融入到“听、演、奏”中去，既让学生熟悉了音乐、掌握了节奏，

又活跃了课堂。 

四、课堂实践  鼓励创造 
器乐教学可以训练学生多种器官的协调能力，例如“眼、手、

耳”等，是实践性、操作性比较强的一种活动。在教学中应强调实

践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加音乐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学习

器乐的乐趣，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增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同

时，在器乐教学中要鼓励音乐创造，通过有趣的创造性活动内容，

增强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如我区的吴晓薇老师上的《带上口琴去旅行》，在教学过程中

她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气息是吹好口琴的关

键，在练习吹口琴气息的环节，老师设计了有趣的吹纸游戏，让学

生每人准备一张白纸，把白纸放在脸的前面，尝试用三种方法来吹

白纸，一种是用力猛的一吹，一种是轻轻吹，还有一种是吸一口气

吹三下再换一口气吹三下，最后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得出轻轻吹才是

正确的。在学生掌握吹口琴的基本技能后，学吹曲子《乃哟乃》的

环节，老师运用了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自主参加实践活动，如通

过接龙吹奏、师生合作、独奏、齐奏等形式，还设计了篝火晚会，

在晚会中加入双响筒、小木琴、非洲鼓、摇铃和口琴合奏，让学生

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快乐的演奏，不知不觉就已经把曲子掌握了。在

传授知识的同时，老师还不忘教育学生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

们的民族，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丰富了学生的情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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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与，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监护体系[16]。 

（三）加强学校关爱力度 

学校是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要阵地，学校及教师应该给与学生更

多的关爱，可通过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及时记录他们学习、性

格发展、情绪变化等情况，及时与监护人及父母沟通，形成家校联

合局面，使各种问题最小化[17]；提倡素质教育，转变应试教育，树

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共同建立“留守儿童服务站”；营造具有

人文特色的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正能量，鼓励留守儿

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18]；学校建立心理辅导室，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等。 

（四）强化家庭教育责任 

家庭是孩子启蒙教育的第一场所，家长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尽可能的保证父母双方有一方能够留在子女身边，如果确实

因为工作原因必须离开家庭，谨慎选择留守儿童监护人，明确职责，

及时检查履行情况[19]；家长可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子女进行沟

通，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并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通过各种途径，

增加与孩子联系的频率，及时掌握孩子的状况，更好的促进他们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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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小小作曲家的创编环节，根据节奏用 1、3、5 三个音创编旋

律，大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通过不同方式的创编，培养了学生的

创造能力想象力，让学生更喜爱吹奏口琴。 

五、丰富活动  活跃校园 
自从把器乐引进音乐课堂后，除了为我区中小学的音乐课堂增

添色彩之外，也为我区各中小学的校园增添文化氛围，丰富了校园

活动。全区各个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把器乐课堂教学和校园

活动结合起来，成立各种器乐社团，如：口风琴社团、竖笛社团、

口琴社团、电子琴社团等等，这些社团都是建立在器乐教学的基础

上，由专业的音乐老师负责进行每周的常规训练，经过师生们的努

力，这些社团在各级比赛中都获得好的成绩。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学校都为学生搭建展示的平台，举办

一些文艺汇演活动，例如“元旦文艺汇演”、“六一文艺汇演”、“器

乐合奏比赛”等，在很多活动中都可以看到有器乐独奏、合奏等表

演节目。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演奏水平，也让学生建

立了自信，培养了学生的集体合作精神，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

更好地把器乐教学的潜能发挥出来。 

把合适的乐器引进音乐课堂，不仅丰富我区中小学音乐课堂的

教学内容，充实音乐课堂，改变音乐课堂面貌，使我区音乐课堂教

学增添色彩，也让校园气氛活跃了，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得到了全

面提高。而器乐教学之路任重道远，希望我区在器乐教学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能实现每个学生都能掌握一两件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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