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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音乐是很有趣的 
◆周莎莎 

（重庆市长寿区海棠镇初级中学校） 

 
摘要：音乐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奥尔夫音乐教育拥有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它所

强调的是创造性、即兴性和灵活性的发挥，所注重的是人对音乐最基本
的感受，主张音乐学习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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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曾说:“音乐始自人自身，教学也正如此。”“在音乐
教学中音乐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音乐作为一种优美的艺术形式，
对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党的教
育方针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中音乐
作为美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替代的，学
习音乐对培养学生良好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能力有独特的效
果。 

音乐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陶冶情操，提高文
化修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学生综合
音乐素质的发展，在教师可控制范围内，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
和创造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017 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教育部组织重庆市北碚教师进
修校承办的农村教师访名校活动，在不算长的学习时间里，我见
识了很多优秀的同行，我开始对自己的课堂有了更深层次的反
思。同样是教材里的教学内容，同样学龄段的学生，别人的课堂
如此精彩，我的课堂为什么会乏味可陈？是城乡学生音乐基础的
差距吗？还是自己教学经验欠缺和拘泥于传统不敢课堂创新？
这次上课的老师们都是音乐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我学习，我快
乐”在他们的课堂得到充分展现。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运用调
动学生好奇心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学习，并把
听、唱、跳、看融为一体，从而满足学生求新求变的感官体验需
求，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体验音乐。用更生动的方法诠释音乐要
素，如通过速度、力度的对比引导让学生真实感受音乐要素的表
现力。音乐课不能脱离听，在听的过程中，给足学生想象的空间
和时间，老师通过律动、图形谱、旋律线讲解等方法，让学生感
受音乐之美。让学生先感受美，然后才能懂得审美。采用新颖有
趣的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
主动地进行参与学习，拓展学生的音乐思维，充分挖掘学生的音
乐潜能，培养学生的音乐创新意识。 

教学游戏化是让音乐课堂变得有趣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教
师可以在节奏训练时穿插有趣的游戏，这能够很好地简化教学知
识点。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教师还可以设计各
类游戏化的模拟训练，这将会让学生们在趣味化的音乐训练中得
到更多收获。在中学音乐教学中，设置和教学内容相符的情境，
让学生保持持久的学习兴趣。另外从生活的角度激发学生兴趣，
让学生带着情感学习;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在激发学习积极性
与主动性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音乐是一种艺术，教
师应将音乐艺术渗透进教学中，引起学生的情感呼应，促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我们的音乐教育既不是为
了培养作曲家，也不是为了培养演奏家，而是培养合格的听众。” 

“律动”教学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它可以展示学生的
表演天赋，可以让学生从耳朵、身体和心灵等全方面获得音乐艺
术体验。“律动”教学模式，充分将学习的动与静相结合。在教
学基础上添加符合学生兴趣的元素，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在体态
律动中提升节奏感和音乐感，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和表演天赋。在“律动”教学中，，鼓励学生多表演，有利于学
生表演天赋的开发。“律动”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人
对音乐的感受源于心灵，对音乐的感受更加直接和敏锐。当身体
处于律动状态下时，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最强。教师进行适当

的鼓励和肯定，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爱因斯坦说：“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推动世界，是知识进化的源泉。”音乐课
相对其他学科来说，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在“律动”教学中，
可以将音乐训练和律动有机结合，学生让自由发挥。音乐教师作
为引导者，“律动”教学模式有利于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加强师生、生生互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有趣的情境教学在音乐课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老师应该
利用学生好奇、好新的心理，通过多媒体、音乐动画方法，丰富
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美中得到陶冶、启迪，帮助学生理解，让学
生从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神奇。在音乐教学中设定情境，让学
生充分融入其中，音乐教学中要想实现学生对音乐教学内容的充
分了解，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就要设定一定的音乐教学情
境。情境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要从音乐作品的欣
赏角度进行情境的设置，创造音乐作品的物质情境或者是人文情
境，使学生融入其中，提高音乐教学的有效性。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整
节课下来只有教师一个人在说唱，师生之间没有交流、没有互动，
课堂上死气沉沉，使学生失去了想象和创造的空间。现在有趣的
教学模式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格，能
够让学生亲身去体验和感知音乐。让学生觉得学习音乐是一种享
受、是一种乐趣，拥有轻松愉快的心情体会其中的乐趣，这恰恰
是现如今中学音乐课堂所需要的。我想音乐课首先要让学生学会
“怎样做”。如游戏活动教学，不仅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
了学生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反应能力、又让学生在享
受快乐的同时掌握了知识，使学生在兴趣浓厚的游戏中边玩边
学。这样不仅仅让学生学会了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
力，提高了运用音乐艺术形式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发展了学生
的想象力等综合素质。这样我们的音乐课堂会焕发蓬勃的生命
力，让学生真正地走进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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