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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中创造教学的策略研究 
◆王慧博 

（黑龙江省大庆市机关第五小学  163000） 

 
摘要：音乐的魅力在于拥有广阔的创造空间，古今有无数的音乐艺术家

在这一天地中创造出了不朽的乐章，新世纪的音乐人才也展现出了更强

的创造才能。因此，音乐教学应始终围绕“创新”、“创造”开展，将课
堂作为学生展现自我的舞台，感受音乐的无限魅力。本文立足小学音乐

课堂，将围绕创造教学策略展开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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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造是音乐的灵魂，一味的学习他人的音乐作品和风格，是

无法发展成为优秀的音乐人才的。从小，教师就要对学生进行创
新化的音乐启蒙教育，使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不受限制，并
且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风格。这对学生的未来艺术发展是极
为重要的。 

一、建立自由表现的舞台  
同一首音乐作品，不同学生对它的理解各有不同，也许最终

能够获得情感的共鸣，但他们鉴赏、体会音乐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这并没有对错之分，教师都要尊重、鼓励，给他们一个自由表现
的舞台。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始终给予学生自主权，
多让他们表达、感受、理解。如学习《春天里》这首歌时，可以
选用简单的材料模拟自然界的声响与创编音乐相结合的方式来
表现情景。教师布置学生准备了一些生活中的物品：纸、塑料袋、
矿泉水瓶、米、细沙、水、杯子、彩色皱纹纸、剪刀……学生依
据需要选用，把这些物品当作声源，教室里响起来鸟鸣、风声、
雨声、小溪流水等声音，原来他们是揉搓塑料、纸，吹矿泉水瓶
口表现凤；用沙或者米放进矿泉水瓶里摇动来表现雨；有的同学
富有所创造力，选用自身穿的防雨绸雨衣揉搓发出“沙沙”雨声；
还有的同学把皱纹纸剪开当作花瓣和小草装点春天，造就了一幅
漂亮的春景，此时师生一起唱一唱《春天里》，唱会后教师给学
生分组：有的小组用物品作声源，有的用歌舞的形式表现，有的
用口风琴刮奏表现小溪流水声……用鼓表现春雷，用沙巾、花环
装扮春姑娘，还有的小组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美丽的春景图……由
基础的学生组成创编小组为歌曲作简单的伴奏[1]。在这场小小的
班级音乐会中，同学们完全融入在春天的美好氛围里，参与了音
乐实践活动，创造性思维获得了充分的启发。  

二、丰富音乐教学的资料 
想要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化的音乐人才，需要大量的音乐知

识和作品作为积淀。从小学开始，教师就要有意识的将课内外音
乐作品和材料整合，使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到不同风格的音乐，
开阔眼界。在丰富的学习体验和大量的知识积累下，学生们的创
造力也将在无声中提高。比如：在学习《我的家在日喀则》这首
歌前，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收集、查找有关西藏资料的作业，我
也和学生共同收集。学生可以自己去图书室查找、网上搜索、也
可以请教家长。结果，同学们从了解西藏入手，有的同学带来布
达拉宫、大昭寺等富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图片资料供同学们欣赏，
介绍布达拉宫和白宫的不同，介绍与藏族相关的风俗习惯，知道
了日喀则属于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有的同学带来《珠穆朗玛》《青
藏高原》《走进西藏》的录音带供同学们欣赏，同学们踊跃发言。
谈自身对音乐的感受，还有的带来哈达、酒杯、装饰物等给大家
看一看，摸一摸，切身感受被别人献哈达的感觉，还一起观看了
软盘上的图片资料……然后再学习演唱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
经过这节课使我感悟到：让学生收集整理各种信息也是对他们能
力的培养，这种师生互动，共同参与，创新的教学手段，轻松活
泼的氛围使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每一位信息员在给同学们
讲解自己收集的资料时都像小老师一样认真，学生的创新能力得
到了培养、锻炼。 

三、组织音乐创造性活动  
音乐能够使人兴奋，感染人的情绪，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在

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学生们应该全身心去感受，而不是呆坐在座

位上单纯用耳朵聆听。教师需要以丰富的活动搭建起创造化的音
乐教育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创造才能的锻炼与增强。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次简单音乐剧表演，让每一个学生
都参与到活动中去。创作剧本时要求学生在合适的时机加入背景
音乐，渲染气氛。比如，当出现工人辛勤劳动的场景时，学生可
以播放《粉刷匠》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感受劳动的光荣感和充实
感；当出现划船的场景时，学生可以加入《让我们荡起双桨》这
一背景歌曲；学生还可以将台词改变成曲子唱出来，让表演变得
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新意[2]。总之，学生在自导自演的过程中既
体会到了表演和音乐的乐趣，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才能。教
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音乐创造的小游戏，例如，让学生分成几
组，每个组里第一个学生随便唱一句，可以是学过的歌曲中的，
也可以是自己即兴创作的一句，然后由下一个学生学着唱出来并
加入自己的一句，以此类推，看哪一组的学生最后唱出来的最完
整。这些课堂上的音乐创造性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
间，打破了学生心理上的束缚，发挥学生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指导学生运用多种乐器  
乐器是学生创作音乐的工具，是学生释放情感的途径，它可

以将每一个准确的音符连接起来形成一支完美的乐曲。教师应当
采取适当的途径让学生亲近乐器，让学生了解乐器的构成原理，
感受它们的音色，发现它们的魅力。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许
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落在起跑线上，为了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便不关心孩子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从小就为他们安排了很多乐
器学习特长班，导致学生视乐器为一种烦恼。教师应当充分了解
学生的实际情况，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学生的喜好所在，
培养学生对乐器的兴趣，选择适合学生的乐器让他们去学习去演
奏。一旦学生将喜欢的乐器变成演奏音乐的工具，就很容易全身
心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去了。  

五、结语 
没有了创造力的音乐是没有灵魂的音乐，缺乏创造力的人才

不能称之为合格的人才。创造教育要从启蒙教育出发，将这一元
素扎根在学生的意识当中，使他们从小便打开思维，感受音乐创
造所营造出的“新世界”具有怎样的魅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教师还需要进一步对自我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为音
乐教学改革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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