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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一堂小学二年级音乐课 
——以《大风车》为例 

蒋丽涵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49） 

摘要：本文笔者根据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使用奥尔夫教学法中的三种教学活动，丰富音乐课堂的教学环节，实现对学生个
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使学生对音乐的情感可以充分的表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音乐课堂上的生动有趣，从而达到“寓
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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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新课标中低年级音乐学唱课基本要求简介 
对于低年级音乐课的教学目标设计，在教学上，我们注重学生

对音乐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音乐情操，通过多种多样的音乐实
践活动，提高学生的音乐的感知力，根据音乐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
引导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整体把握和音乐表现内涵的培养，了解创
造力、想象力、欣赏能力以及音乐元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本课为 2 年级的学唱课，对于 1～2 年级的学段目标：这一阶
段的学生有好奇、好动、爱模仿的特点，要注意他们以形象思维为
主。我们要进行直观教学，使用一些有意思的图片和视频，利用创
编舞蹈和玩游戏的方式，引导儿童使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欣赏的音
乐应该是生动、有趣的，形象鲜明的。教师要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好
奇心，提高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开发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并且能够
体验音乐的美感，引导他们能够自然地并且有感情地唱歌，还能积
极参与到其他音乐练习和即兴表演，从而培养学生友爱的精神和乐
观的态度。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概述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由德国著名音乐家卡尔·奥尔夫所创建，

他认为一切都要从孩子出发，注重开发孩子的内心感觉，引导孩子，
让孩子把学习音乐当做一种享受，然后投入到音乐的世界中，让他
们用身边的小物品、自己的手和脚、乐器即兴自由的发挥想象编创
音乐活动。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教学手段，包括嗓音训练活动、动作练习
活动和乐器演奏活动。嗓音训练活动是指引导学生运用嗓音进行的
音乐教学活动，主要分为歌唱活动和富有节奏型的语言朗诵活动两
类。其中的语言朗诵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音乐节奏要
素的基本感觉和概念。富有节奏型的言语朗诵可以是地名、人名、
俗语、谚语，也可以是儿歌、古诗、词曲和童谣。动作练习活动是
指引导学生运用身体的动作进行的音乐教学活动，主要包括声势、
律动、舞蹈、表演和指挥。笔者在本节课的即兴创编环节中使用到
了声势活动，声势活动又称作身体乐器，是指让学生用最简单的身
体做动作，发出各种有节奏的声音的一项实践活动，最基本的有拍
手、拍腿、跺脚和捻指这四个动作。乐器演奏活动是指奥尔夫设计
的一整套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各类乐器，包括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
高的乐器。这些乐器很简单，儿童可以轻松掌握，它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兴趣和创造力，为儿童的即兴演奏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在
《大风车》这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将运用这三类活动来进行教授。 

三、《大风车》教学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分析 
本作品被列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音乐实验教科书人教版的二

年级上册的教材中，为一个课时的学习。《大风车》是 1997 年创作
的非常经典的儿童歌曲,乔羽创作的词，作曲是孟卫东，是同名电视
节目主题歌。这首作品给大家的印象是节奏欢快活泼，情绪愉悦，
给人温暖亲切的感受，这些特点都非常符合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审美
需求。这首音乐作品在音乐教科书二年级上册的第五单元。本单元
主题为“动画城”，本首歌曲欢快活泼、节奏鲜明，给人以轻快跳
跃的感受。本单元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动画片中学生熟悉的的音乐，
来激发学生对学习音乐兴趣，初步感受看与听之间的联系。同时可
以引导学生多关注生活中的的音乐，要知道音乐无处不在，启发学
生能够通过各种传媒去听音乐和欣赏音乐，积累一些课外的音乐知
识和成果，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本课的教学目标为：学

生能用明亮、自然、轻快的声音演唱本歌曲《大风车》；根据歌词、
节奏，发挥想象力，创编一些动作或用一些游戏等形式加入到歌曲
的表现中；激发学生积极的参与音乐活动中，引导他们自主创造，
并能与其他同学一起友好合作。 

通过对教学目标的分析可以看出，本首作品的教学重难点就是
如何引导学生用自然明亮声音演唱，体会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并
且能掌握歌曲中的八分休止、大附点、切分的节奏型。 

（二）教学过程 
1. 导入阶段 
学唱课的导入环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新课学习之初就能快速、积极地进
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身心特点为活
泼好动、天真好奇、模仿力较强、擅以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如何
在一开始就培养和激发学生对本课的兴趣，是小学低年级音乐学唱
课教学的关键环节。 

本课为同名电视栏目《大风车》的主题曲，这首作品大部分的
学生都听过。因此，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将通过游戏的方式，提
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的共鸣。第一个游戏为猜歌游戏，笔
者准备了《小红帽》、《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蜗牛与黄鹂鸟》这三
首已经学过的儿歌作为游戏的歌曲，让学生们猜歌，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并且活跃课堂气氛，引入到今天要教唱的歌曲《大风车》，以
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对本作品有个初步的了解。 

2. 学唱歌曲教学分析 
（1）富有节奏型的语言朗诵活动教学分析 
在《大风车》的实际教学中，有三个难点节奏型，第一个八分

休止、第二个是大附点节奏型、第三个是切分音型。为了掌握这三
种节奏，笔者主要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的嗓音训练活动富有节
奏型的语言朗诵活动解决这三个节奏型的问题，以下是对这三个节
奏型教学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第一个学习的难点节奏是八分休止，要让学生在歌唱中及时空
出足够的时值，不要唱出四分音符的时值长，笔者将运用富有节奏
型的语言朗诵活动，歌词下面划上节奏（见例 1），先带着同学进行
朗读。 

例 1: 大 O   风 O  车 O 
朗读的时教师带领学生拍手，作为固定的节拍，划线的字是八

分音符，两个划线的字读成二八的节奏型（拍手一下），拍手时读
字，张开手时就是休止。然后慢慢加快拍手的速度，来锻炼学生的
韵律感。 

第二个学习的难点节奏是大附点节奏型，要让学生在歌唱中唱
够四分附点音符的时值，不要缺时长或多时长。笔者将运用生活中
的常用语来教学生，生活常用语（见例 2）和《大风车》带有大附
点的歌词（见例 3）划上节奏。 

例 2: 齐 . 步  走 - 
例 3：真 . 好  看 - | 牵 . 着  手 - 
先带学生朗诵生活常用语，然后改成作品中的歌词。当学生学

会时，再加上手打拍子，然后速度由慢加快，来锻炼对节奏的熟悉
程度。 

第三个学习的难点节奏是大切分的节奏音型，切分音的节奏是
改变节奏中重音的强弱规律，使在弱拍或强拍位置的音因时值延长
而成为重音。笔者将继续运用生活中的常用语来教学生，生活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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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见例 4）和《大风车》带有大切分的歌词（见例 5）划上节奏。 
例 4：必 须 的 
例 5：这 里 的 | 快 乐 的 
三个难点节奏教完，笔者带领学生从头将整个节奏打一遍，手

打固定拍,节奏的内容唱“哒”来表示。为了让他们记得更清楚，笔
者会带领他们把歌词按照节奏唱出来，并能够增加对节奏的基本感
觉。 

（2）歌曲演唱教学分析 
在教授歌曲前笔者先带学生进行练声，使用奥尔夫教学法的嗓

音训练活动中的歌唱活动。《大风车》中二度和三度关系较多，因
此笔者准备了二、三度的练声练习来固定学生的音准问题，提前为
学习歌曲的旋律做准备。 

第一条：32 13 1| 43 24 2| （半音阶依次上升） 
嗯    |嗯 
第二条：54 32 1| （半音阶依次上升） 
啊 
第三条：5 3 1 | （半音阶依次上升） 
一 
本首歌曲旋律为五声调式，速度较快，为 4/4 拍。由两个乐段

四句歌词组成，歌曲结构规整，歌词通俗易懂，富有动感童趣。两
个乐段之间有很明显的的对比，第一个乐段是叙述性的，就像在给
我们描绘魅力的家园，带了一些跳跃的感觉。第二乐段是歌颂性的，
情绪愈发丰富和饱满，音区向上移，音色宽广明亮。练声练习结束
后，笔者将歌曲中有二、三度关系的乐句，使用钢琴来逐句教唱，
在教唱时，教师应该充分引导学生，示范乐句时就要带着积极愉快
的情绪演唱，将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让他们用积极欢快的状态来
演唱歌曲。最后，和学生一起用清脆愉快的声音完整演唱歌曲。 

3.即兴创编 
本歌曲的名称“大风车”作为一种音乐实践活动，尤其是作为

一些集体活动的载体。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根据歌曲的节奏编创动作
或者随音乐的律动设计“风车舞蹈”。为了培养和训练学生即兴创
作的能力，让学生更好的参与教学活动中。在教唱本首作品后，教
师将会引导学生进行歌曲的创编活动，运用奥尔夫中的动作练习活
动来进行这项教学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感受音乐活泼欢快的情绪，
笔者在作品中加入了模仿大风车转动的集体动作和个人肢体动作。
作品的歌词（见图 1） 

图 1： 

 
集体动作：全班同学围成一个大的圆圈，在唱第一句歌词时所

有人都向一个方向慢跑，到下一句歌词时在向反方向慢跑，换一句
歌词变换一个方向。个人肢体动作：运用奥尔夫教学法中的声势活
动，跟着音乐的律动自发的做动作，如拍手、拍胳膊、拍腿等。（见
图 2） 

图 2: 

 

一拍拍一次手，或八分音乐为一拍，拍一次手。 
教师给学生提供简单的奥尔夫乐器，在本首作品中，笔者准备

的奥尔夫乐器为两个沙球和两个串铃，多媒体上罗列出学生学过的
节奏，有二八、四十六、四分音符、还有本节课学的大切分和附点
节奏，找四位学生使用奥尔夫乐器随机选择罗列出的节奏，然后在
固定拍中打出节奏为歌曲伴奏，即兴发挥，没有固定的顺序，增加
学生即兴发挥的能力，剩下的同学则进行刚才的集体动作。 

四、教学的反馈与总结 
教学反馈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有利于提高

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有利于老师对自己的上课方式方法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为活泼好动、天真好奇、模仿力较强、
擅以形象思维为主。在学习《大风车》的过程中，多采取游戏的方
式进行，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
即兴创编活动，使学生对音乐的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有了明显增
强；还加入了奥尔夫乐器的即兴伴奏，增强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热
情，同时增加了对这些乐器的了解。这些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使
得课堂氛围活泼快乐，做到了在玩中学习知识。 

但对于授课方式上还有待提升，可以在增加不同的形式，变化不
同的教学活动，如何更准确的抓住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与感知力，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值得进一步思考与实践。 

结语 
在《大风车》这一课时中，首先通过猜歌游戏的活动，激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建立起学生与本作品之间的关系，然后进入节奏教
授环节，将三个难点节奏通过奥尔夫教学法中的富有节奏型的语言
朗诵活动的方法来解决，从而将歌词带入到对应的节奏中去，解决
了难点节奏和歌词发音的问题。之后笔者带领学生进行了开声练
习，提前避免他们在音准上的问题，解决难唱的旋律，并将作品的
难点分别进行教授，以做游戏的方式逐个解决，进行答疑解惑，完
成歌曲的教授。最后，笔者引导学生对本作品进行了创造与编创教
学活动，先后进行了集体的创编动作和个人的声势活动，增强学生
的律动感，并加入了奥尔夫乐器中的沙球和串铃，拓展学生的音乐
知识内容，培养学生表现力和创造力。 

作为青年教师，我们应作为引导者出现，应该对小学新课标有
所了解，对于教学目标不同的阶段要有所掌握，并且及时调整自己
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活动，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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