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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在小学音乐教学中 
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究

于佳卉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　要：核心素养的培育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强调学生必须具有与终生发展、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必备素质和核

心能力。小学音乐教学是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是对学生进行音乐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又是对学生审美情趣、情感

表达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如何在音乐课程中引入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在小学音乐

教学过程中，将核心素养作为指导思想，将其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音乐特有的吸引力，使学生的心理健康

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达到音乐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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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不断增大，很多学生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心理问题，抗挫折能力差，情绪不稳定，严重影响着

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对小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

睫。音乐是小学生非常喜爱的艺术类学科，其中蕴含着丰富

的有助于培养学生阳光健康心理的元素，对于培养学生健康、

阳光的心态具有天然的优势。音乐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

充分发挥音乐的天然优势，寓教于乐，合理融入心理健康教

育的元素，培养学生阳光、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促进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一、音乐教育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一）音乐教育有利于塑造小学生的健全人格

音乐中包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能够使学生受到感染和

启发，促进人格的健全。小学音乐教师可以给学生欣赏不同

题材的音乐，让他们从中感受作者不同的思想感情。例如，

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时，学生们聆听着那如泣如诉、

委婉流畅的音乐时，仿佛看到一个饱经磨难的流浪艺人，在

诉说旧中国穷人的艰苦生活。在聆听过这首乐曲后，学生们

会同情旧中国劳苦的底层群众，也会对现在自己的幸福生活

更加珍惜。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学生们的情感更加细腻，感

受更加深刻，人格也更加健全。

（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小学生阳光健康的心态

小学音乐能通过不同的音乐艺术形式，来感染学生的情

感，学生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善与恶、美与丑，进而培养学生

健康、阳光的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例如，小学音乐中的

《粉刷匠》，通过愉快的旋律，“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能力

强”等积极向上的歌词，感染学生，使学生明白爱劳动、爱

学习就是好孩子，让学生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热爱学习和劳

动的动力。在听这首歌的同时，学生的心理也会更加健康、

阳光，价值观也会得到正确的引导。

（三）音乐教育有利于减少学生的负面情绪

小学生处于心理逐步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刚从幼儿园进

入到小学的学生，他们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学习环境，因而

心理上会抱有很大的警惕，尤其是面对陌生教师与陌生同学

时，也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在这种环境里，通过音乐课

堂播放一些旋律优美的音乐，能够营造出一种宽松、友爱的

氛围，使学生得到内心的放松，不再恐惧，有效地减少学生

的负面情绪，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促进学生的心理的健康。

（四）音乐教育有利于减轻学生压力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形式，具有让人放松、娱乐的作

用。小学生处于人生的起跑线上，他们面临着许多的压力，

因此，很多小学生的心理都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很容易

对心理造成不良影响。音乐课则是一副很好的“解压剂”，通

过让学生聆听音乐或者是演唱音乐，能够让学生得到心理上

的放松、愉悦，从而忘掉忧虑，让自己沉浸在音乐之中，慢

慢地变得不再紧张，暂时从压力中解脱出来，享受音乐的韵

律，使心理得到放松，减轻心理压力。

（五）音乐教育有利于消除学生的不良情绪

音乐教育还可以起到促进学生交流的作用，消除学生的

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在音乐环境中，小学生的心情都是

比较快乐的，他们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会更乐于与同伴交流，

不再感到孤独。在小学音乐教育中，通过一些音乐游戏的形

式，可以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学生交往的氛围。例如，在音乐

课中，教师为学生播放《找朋友》的音乐，让学生在音乐中

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互相介绍自己，慢慢的了解彼此，加深

关系。有些交往能力差的小朋友，也能在这种环境的带动下

慢慢尝试着与他人交流，交到一些好朋友，从而使学生的自

卑、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得到了消解。

二、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介绍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原则

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原则，作为塑造学生全面发展与音

乐素养的基石，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首先，在教学的过程

中，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能力为中心。教师要善于抓

住每一个学生的兴趣，利用游戏化学习、多媒体辅助、音乐

故事讲述等丰富的教学方法，把他们的好奇心和爱好都给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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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让他们在一种放松和愉悦的气氛中，逐渐地提高他们

的音乐感应力、歌唱技能、乐器演奏和音乐创作能力。这样

的教学方法，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兴趣，而且保证了他们在音

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其次，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重视学生

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每一位

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教师要以

尊重和鼓励的心态，给每个学生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让他

们去发掘自己的个性，大胆地去尝试和创造。透过「即兴创

作」、「改编作品」、「参与」音乐专案等方式，发展孩子的创

意及想像力，并发展他们的独立思考及问题解决的能力。同

时，在培养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方面，也是

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音乐是一种情感沟通的桥梁，它能使

学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藉由乐曲的诠

释，让同学们学习如何藉由音符传达感情，并加强表达自己

的技巧。同时，透过合唱及乐团等团体活动，使同学在集体

创作及演出中，学习聆听、交流及合作，发展团体合作及社

会交往技巧。这样既能充实学生的感情，又能为他们将来步

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探讨小学音乐教育的有效方法

首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灵活地采用讲授法、演示法、实操法、

互动式教学法，以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要。在乐理教

学中，可采用形象生动的事例，将抽象的观念具体化；在演

示技术时，注意详细的分解和慢镜头的演示，保证每个学生

都能听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鼓励同学们进行实际操作，

不管是在小乐器上表演，或是在简单的作曲中进行，都会让

同学们有更多的参与感与成就感。其次，在音乐教学中引入

情感因素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音乐是一种感情的载体，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掘音乐所蕴含的感情，使学生能更

深刻地体会到作品中的各种情绪。精选出能引起他们共鸣的

乐曲，并组织他们进行鉴赏和探讨，使他们在乐曲的大海里

自由自在地飞翔，感受各种情绪的起落。这样的感情输入，

不但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音乐，而且可以调动他们的创作

欲望和表现欲望。最后，互动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创造交流的气氛，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

有针对性的问题来指导学生进一步探究；同时，教师还可以

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如小组合作，角色扮演等，使学

生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样既可以增加学生在课

堂上的参与程度，又可以培养他们的团体协作意识和社会交

往能力，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核心素养为导向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

教育的探究

（一）营造愉悦的音乐教学氛围，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

音乐教师营造舒缓、优美、引人入胜的学习氛围，同时

也能够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例如，教师可以在

课前播放《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出水莲》、《琵琶语》、

《半山听雨》等旋律优美、具有古典意境的音乐，烘托高雅、

古朴、宁静的气氛，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在韵味悠长的美妙

乐曲中，陶冶了情操，启迪了智慧，得到了美妙的艺术享受，

内心受到了感化，提升了精神境界，感悟了做人的道理，从

而极大地心理健康的效果，使学生身心健康阳光、积极向上

的发展。此外，小学音乐教师还可以结合小学生的兴趣特长

和性格特点，设计音乐教学活动，最大限度的提高小学生学

习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那些表现能力强的学生，教

师要多赞美，不必顾忌“五音不全”，努力克服自身的心理障

碍，让他们感受到被表扬的快乐，更加自信；对于那些拘謹、

羞于表达的学生，小学音乐教师要多鼓励，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的关爱，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

（二）师生互动倾听学生心声，开导抑郁、焦虑学生

在整个课堂上，教师既是倾听者，又是引导者。他们不

但传授乐理，还能透过细致的观察和聆听，洞察每一位学生

的内心。教师将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活动，使班级变成一个感

情的“温床”，以达到对抑郁和焦虑的学生的有效疏导。在课

上，教师会积极地让同学们分享他们近期的感想和困难，并

鼓励他们敞开心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倾听了学生们

的心声之后，教师会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况，

向他们推荐适合他们的音乐作品，并且让他们一起去倾听和

探讨这些音乐是怎样打动他们的灵魂，给他们带来积极的情

感变化。比如，针对急躁、焦虑的学生，教师可以安排一次

“静心之旅”，用《卧龙吟》《渔舟唱晚》等舒缓的音乐，让学

生们在紧张和忙碌中寻找心灵的平静。在此过程中，教师要

鼓励学生进行作曲、即兴演奏，让他们在音乐之海中尽情飞

翔，以音符、旋律来抒发自己的思想。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

的音乐素质，又可以使他们在生活中学习怎样去面对挫折与

失败，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另外，教师们也会定期举办

“音乐疗愈”的团体活动，将有相同心理问题的同学们聚集

到一块，共同倾听、分享、讨论，形成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的气氛。在这种交流中，同学们可以从同学、师长的关怀中，

慢慢地从沮丧、焦虑的阴霾中走出来，再次拥抱生命的美丽。

最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活动，使音乐课在向学生们传

递音乐知识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座心灵的避风港，为有困难

的同学们提供强有力的心理支撑。

（三）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良好心

理品质

小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全家人宠爱，大多是以自我为

中心的个性。丰富多彩的音乐实践活动，可以使他们在愉快

中不知不觉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良好心理品质，提

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例如，音乐教师可以在元旦、端午



108

科研管理
2024年6卷8期

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音乐教师可举行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给学生们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喜欢唱歌的唱歌，

擅长弹琴的弹琴，擅长跳舞的跳舞，大家互相配合，进行合

作，完成一项载歌载舞的文艺表演。没有才艺的同学，当好

拉拉队，为同学们鼓掌喝彩。学生可以自主演唱《我的中国

心》、《我和我的祖国》、《教师的祖国是花园》等歌曲。学生

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可以感受音乐的魅力和爱国的情怀，有

助于学生培养自信心，消除自卑、胆怯等心理，帮助学生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此外，合唱对每个人都统一要求，有利于

培养学生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协调统一的集体主义精神，

形成善于与他人合作的良好心理品质，还能有效培养学生不

怕苦不怕累的吃苦精神，学生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大家同

心协力，为观众呈现出精彩的表演，可以提高学生与人合作

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四）亲近大自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好心态

音乐教学并不一定在课堂上才能进行，音乐教师还可以

带领学生走向户外，通过有趣的户外活动，培养学生热爱生

活的好心态。为了有效的培养学生美好的心境和良好的情感，

小学音乐教师要重视对大自然的充分利用。通过引导学生走

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让学生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丽风光。

例如：春天时，带领学生演唱歌曲《春天在哪里》《四季歌》

等与春天有关的歌曲，带领学生去公园找春天，引导学生感

受春天的气息。在炽热炎炎的夏天、果实累累的秋天和白雪

皑皑的冬天，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去大自然感受不同

的季节，让学生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引导学

生用歌唱或者表演的形式，充分的表达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培养学生热爱美好生活、积极乐观的好心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对核

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深入实践，也是提升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有

效途径。通过音乐的旋律与节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艺术

潜能，培养其音乐素养，更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的全面发展。这一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不仅丰富了音乐

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也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更加坚实的

保障。未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相信小学音乐教学

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将更加紧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

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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