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4)2022,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2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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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课程改革的教育标准体系下，音乐教育在小学生们的艺术感培养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

代社会的发展，陈规旧矩的教育观念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再适用。中小学音乐课中的传统教育理

论需要以改革为核心得到创新与发展，这与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是一致的。在中小学开设音

乐课程主要就是为了让学生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美育视角下传统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

育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以期让学生们能够在音乐课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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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小学音乐课堂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音乐的

创新与继承对于学生们音乐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可以极大地扩大中小学音乐的课堂内容，提供多样化且

丰富的教学手段，把音乐课堂与学生们的视听感受有效地

结合起来，如此才能使得中小学生们在课上更好地感受音

乐的魅力。 

1  中小学音乐课堂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音乐课中，因为音乐课不被重视，所以学校

对于这类课程的投入也不会太高，设备的陈旧以及乐器的

缺失，使得教师和学生们的音乐体验感并不好。传统的音

乐课堂使用老旧的黑板进行板书，这大大降低了学生们的

上课效率，有许多知识点教师来不及向学生们进行普及。

这对于学生们来说，上课知识的不够充分，使得他们无法

更好地贴近音乐。 

2  将古诗词与中小学音乐课堂进行结合 

古诗词具有一定的音乐韵律，若是同时配上优美的曲

调，吟唱时就会流露出音乐的魅力。古诗词和音乐之间的

联系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才会有“诗歌”一词的诞生。在

如今的社会，流行音乐已经受到许多年轻学生的喜爱和追

捧，班级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在课余时间喜欢听、唱自己热

爱的流行音乐歌曲的年轻学生。许多歌手们也根据一些经

典古诗词的特点和韵味，谱上了古典的乐句和曲调，使得

古诗词摇身一变，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民谣。不必凭借复

杂的表演和技术，它们简单易学，甚至还可能会逐渐地成

为一些大型影视剧中的插曲，深受大家的喜欢和青睐。音

乐的魅力足以使一个人感觉到他们无法感觉到的东西，了

解难以领悟的东西，并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中小学的音

乐课堂上，这些歌曲被引入教室，以紧密联系流行文化和

古典文化的诗歌代替过去的传统乐理讲解，大大引起了学

习者们的兴趣。在学习古诗词吟唱的过程中，他们从心底

里学会了这些古诗词当中的传统文化，同时还巩固了对诗

歌的领悟。例如，陆游的《游山西村》，它的音乐和词曲

风格就与《荷塘月色》高度相符。由于中小学的学生极其

熟悉原曲本身，因此将其进行融合之后，他们才能够很容

易地搭配上这些古诗词来表现和演唱，不出几遍，就已经

将其牢牢掌握了。 

3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运用听赏教学法展开学习 

科学实践告诉我们，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存在

也可以让学生们对新的技能培养充满热情。在过去的中小

学音乐课堂上，大部分教师都是通过让学生们进行一遍又

一遍枯燥乏味的音乐训练，从而使得他们对于某个技能逐

渐掌握。但是长此以往，学生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就会消磨

殆尽，这种无止境的音乐训练并不能使得学生们真正获得

音乐技能的掌握。因为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们，爱玩是

他们的天性，而且他们精力旺盛，很难静下心来进行长时

间的学习，所以传统的音乐训练并不适合小学生们。而且，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本质含义是让学生们获得快

乐，为了可以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教师可以在音乐课程中

使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以此来丰富学生们的音乐课程，

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茉莉花》时，教

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中的动画播放功能，把茉莉

花的美丽和它盛开时的状态采用动画的形式展现给学生

们，让他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来领略美，感受到茉莉花的美

丽。这种宛如身临其境的动画形式，不仅仅可以吸引小学

生们的视线，集中他们上课时的注意力，更加可以感受到

不同乐器演奏时的音乐效果。又例如，在学习《颂祖国》

时，大部分的学生们仅仅只是在电视或者商场里见过管弦

类的乐器，但并没有对这种乐器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所以

仅仅只靠让学生们自己聆听乐曲，对于他们的乐理知识的

掌握是没有太大益处的，学生们缺乏这一类的知识，教师

们却不进行讲解，仅仅是让他们凭借想象力来体会感悟，

这是不正确的。而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上

的运用，却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缺点，教师可以利用这个

载体来给学生们详细分析管弦类乐器的特点，它的音色等

等，让学生们可以切实体会到音乐的魅力，提高他们的学

习效率，明白不同乐器的演奏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之

处。 

4  在中小学课堂中利用游戏化教学 

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来说过于枯燥，学生

们在上课时只是收听了一些教师播放的音乐，这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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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重要知识。但是若使用游戏

化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情况就会大有不同。老师可以

在互联网中找到资源，例如，曲目中乐队使用的大小，

样式和乐器，以使其更易于分析歌曲的特征。因为仅仅

只靠让学生们自己聆听乐曲，对于他们的乐理知识的掌

握是没有太大益处的，学生们缺乏这一类的知识，教师

们却不进行讲解，仅仅是让他们凭借想象力来体会感悟，

这是不正确的。教师在进行课程准备时，可以充分利用

多媒体软件的优势，要先准备与本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料，

在资料库中进行上传和下载，然后将屏幕切换到窗口模

式以播放音乐。在课程开始时，为了与学生们在课程开

始之前听到的音乐进行比较，教师还可以使用多媒体技

术中电子白板的交互功能，把一些乐理知识和音乐常识

设立为问题，然后让学生们自主上台来进行比拼。等到

游戏完成之后，交互式电子白板会生成学生们的成绩，

即他们对于知识点的熟练程度，这使教师能够直观地理

解学生们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这种基于交互式电

子白板的教学模式，把学生们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转化为

一个个闯关游戏，他们每通过一关就意味着他们掌握完

成一个知识点的内容。教师还可以根据各个阶段学生们

的特征来设定游戏规则。在意识方面，可以看到学生们

的学习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并且他们对于这种学习模式

是给予充分认同的。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在音乐课堂上

的作用，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们对于传统音乐

知识的消化吸收，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这种方式有利于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而这恰恰是其优于传统教学的优

势所在。例如，在课堂《独特的民族风》的学习之中，

教师们就可以采用课堂提问的方式来检测受教育者们对

于这块内容的掌握程度。教师通过播放带有不同民族特

点风格的曲子，来提问学生们这是哪一个民族的，又或

者是提问他们演奏这首曲子的乐器是什么等问题，等到

他们回答完毕之后，再在屏幕上展示出正确的答案，让

学生们和自己的答案相比较，看看是否正确。通过这种

交互式的学习方法，可以很好地激发他们对于传统音乐

的兴趣。 

5  采用听赏结合的方法进行传统音乐的学习 

因为相比之下，中小学音乐的教学氛围相对而言比较

轻松，非常适合在这种环境之中运用听赏结合的教育理

论，以此来为中小学生们营造轻松愉快的音乐学习环境，

让教师们的音乐教育目的更加明确且具有针对性，让学生

们在快乐的环境之中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音乐鉴赏以及学

习能力。因为中小学阶段的学生们的内心世界有足够的信

心和自由去积极参加音乐课堂中的艺术学习活动，所以才

能使他们真正专注于艺术创作活动，并能够敞开自己的心

扉来表达艺术思想。自主性的音乐环境的开展为中小学生

们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平台，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想

象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的发展。除此之外，听赏结合的音乐

教育理论在中小学阶段的音乐环境中的形成还可以借助

教师们开创自由的环境，与朋友交流的氛围来进一步的提

高。借助于及时高效的引导可以促进学生们自主权的发

展，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利。 
在进行听赏结合的音乐教学法时，教师可以使用交互

式电子白板进行教学，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向学生展示谱

子。当歌曲播放时，乐谱的相应部分将以颜色变化的形式

与歌曲同步。这样，学生不仅可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还

可以从交互式电子白板上获得视觉刺激，了解不同歌曲之

间的区别。例如，当学习《在北京的金山上》时，该音乐

具有多个相同的乐句，要使这些相同的乐句对学生清晰可

见，教师可以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注释功能来教他们，

因为交互式电子白板里有很多标记方法，可以使用“框架”

来框定乐句，还可以使用“涂色功能”来用相同的颜色填

充相同的乐句。如果有多个相同的词组，也可以用不同的

颜色标记它们。教师还可以使用标记功能标记短语的节

拍，以帮助学生更有节奏地唱歌。这些提示使学生在学习

时可以快速掌握，避免误写歌曲信息。另外，还可以使学

生在听课过程当中，直观地体会到每个语句的所在位置和

音调变化等，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们对于音乐知识的

学习。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一些特殊功能，使得学生们

可以对于乐曲有一个直观的视听体验，这有助于教师音乐

教育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们充分领会音乐的魅

力，积累自己的音乐基础知识。 

6  结语 

由于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之下，学校对于音乐课堂

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所以为中小学音乐课堂更新更

加完善的教学理念也是刻不容缓的。传统音乐作为我国音

乐的基础，对其进行创新与传承，可以更好地把我国传统

文化和学生们的学习感受结合起来，不仅仅带给学生们一

场奢华的视听盛宴，更可以有效地促进教师音乐教育工作

的开展，提高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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