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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分析 
◆刘  迪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浙江省  310000） 

 
摘要：小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还比较弱，音乐课堂教学中往往只能通过

直观的音乐内容来死记硬背，缺乏音乐的自主理解能力。音乐教育不仅

要传递音乐知识，让学生能够哼唱音乐的基本歌词，还要关注学生的艺
术素养，培育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与音乐创造能力。音乐游戏符合小学

生的心理诉求，教师应具备创新思想，从学生的视角出发，构建具有时

效性的游戏情境，通过游戏唤起学生的音乐潜在能量，把握音乐的节奏，
逐步推动学生走上主动的音乐探求舞台，提高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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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戏是以音乐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游戏形式
进行的音乐教育活动，对音乐教学质量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和意
义，不仅是一种音乐教学手段，而且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随着国内新课改不断深入，人们对音乐教学提出更高的的
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要
深入认识音乐游戏在音乐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并把其合理运用
在音乐课堂中，提高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进而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音乐教学效率与质量。音乐游戏教学丰富了
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感知，能够通过这些情
感，丰富自己的内心，从精神上得到新的体会。也在游戏过程中，
身心都能得到更好的体验、内心听觉得到很好的实践。 

1 音乐游戏在小学课堂中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地进步，当今的小学生经常性地接触一些电子设

备，其中主要是手机、ipad、电脑等，这些先进的电子设备地出
现，给小学生的音乐课程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和听觉冲击。
教师如果能够巧妙的运用电子设备，将多媒体和音乐游戏律动相
结合，那就是非常完美，使课堂效率和兴趣都大大提升。让学生
在在音乐课堂中，充分发挥音乐的魅力来挖掘学生的潜力和创新
能力。在小学音乐课堂中，教师能够创新教学方式，丰富音乐游
戏，进而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学会怎样将音乐运用到社会发
展的各个领域。 

2 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策略 
2.1 激发学生的热情，主动学习音乐知识 
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过程中，要认识到学生的主题地位，只

有学生愿意主动的去学习，这一堂音乐课才能够算是成功。教师
要想学生能够主动学习音乐知识，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学生拥有学
习的热情，只有激发学生的热情，他们才会有一颗好奇心。而最
能吸引小学生的无非就是游戏，所以教师要制定多种音乐游戏，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游戏模式，让学生能够全情投入
在音乐游戏中，让整个课堂变得非常有活力和创造力，这个时候
学生对于教师所讲的内容就会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并且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学生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想法，老师可以根据同学们的
想法延展出一些新知识，这样学生不仅记得牢，更加大了学习音
乐知识的自信心。教师一定要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
占据主导地位，让学生真正的想要学习音乐知识。 

2.2 应用游戏激发创新灵感 
音乐可启发学生的创新感悟，在基础的夯实下，学生能够利

用音乐进行自主创作，并体会到音乐的多样化。例如：教学音乐
的音节、音符后，教师利用“七个小矮人”的游戏，结合前期的
故事情境，告诉学生“你们面前有 do、re、mi、fa、so、la、xi
七个音节，将带有音节的卡片自动排列，创作出美妙的音符，唤
醒七个小矮人，以音乐咒语去解救白雪公主……”学生以卡片进
行自由组合，口中念念有词，哼唱 do、re、mi、fa、so、la、xi
并不断的推陈出新，教师选择编创较为成功的案例，在课堂上展
示，并利用音论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乐器具弹
唱，期间可让学生自主谱写歌词，学生有的唱“白雪公主醒来吧，
醒来吧”，有的唱“魔法魔法快显灵”，虽然学生的唱腔较为随意，
但很快找到了自主创作的乐趣，当学生编创的音乐在教师的指尖
缓缓流淌，更加大了学生的自主创作信心，在游戏中获得音乐的

内心满足。 
2.3 以音乐游戏烘托教学氛围，强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音乐课程和传统的音乐课程相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但是学

生在长期枯燥无味的口头教学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厌学情
绪，学习的怠慢感也会随机而生，导致音乐教学的效果也会受到
一定的阻碍。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在
课堂上挑选一些合适的小游戏进行教学，如音乐歌唱比赛、歌曲
对唱游戏等，充分发挥活跃课堂气氛，强化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
性，来保障音乐课堂的有效开展。如击鼓传花游戏。击鼓传花是
一种常见的音乐游戏，也不仅仅存在于小学课堂中，很多成年人
聚在一起也会组织玩。在音乐课堂中可以组织学生坐成一个圈，
选择一个轻巧方便的道具，学生互相之间传递，随着音乐的响起，
同学们之间开始按照一定的顺序传递，当音乐停止后，道具在哪
位同学的手中，哪位同学就需要选择表演节目。节目的内容就需
要老师在课前预先设定。 

2.4 开展音乐游戏竞赛活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小学生都有一种好胜的心理，所以开展音乐游戏竞赛，学生

们会踊跃参加到活动中来，使课堂充满活力，并且在竞赛的过程
中也是学习的过程，学生们会更加认真的学习，提高了学习的效
率，并且让学生有兴趣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让音乐课真正的达到
了教学目的。比如老师可以开展《我爱记歌词》的活动，一学期
下来同学们学习了很多首歌，老师就利用这些歌曲和平常大家熟
悉的歌词，让学生来接唱下一句，学生们有的记得很牢，有的笑
脸百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通过音乐放松了心灵，对歌词掌
握的也更加牢固，比赛的第一名老师应该颁给他一个歌词王的小
奖杯，然后告诉同学们每学期进行一次，无形中让同学们对音乐
游戏课充满了期待，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2.5 音乐游戏可提升学生的合作意识 
在音乐教学中，采取合作游戏的形式，构建音乐学习中的互

相帮助精神，通过合作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完成教学任务。例
如：教学《各族小朋友在一起》时，我先提供了部分的民族信息，
再采用分组合作的方式，让各组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民族，并查
阅有关的民族资料，分组来阐述自己的民族有哪些特色，还可以
配合美术进行简单的手工制作，比如一些民族的帽子、围巾、发
辫等，学生分享民族的认知，不知不觉拓展了音乐的认知体系，
更加充分的理解音乐内容，唤起音乐灵感。再比如：教学《幸福
拍手歌》时，我组织学生走出教室，到校园空旷的场地上，通过
简单的拍手动作，载歌载舞的学习音乐，学生们两两一对，弯腰
互相对视然后击掌，通过自己拍手与互相拍手等动作，配合左脚
右脚的前伸后移，使学生真正的体会到拍手的幸福感；还可以在
课堂上以就近原则，让同桌仅利用拍手动作，双手合十、展开，
拍手背、手心，上下浮动手腕等不同的动作来边唱歌边拍手，制
作多样的拍手操，学生课间也可以进行拍手游戏，与此同时巩固
音乐的记忆，强化音乐的节奏掌控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生学习的自律性较弱，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通常不会主动学习，需要老师在背后督促监督才能进行学
习，所以小学音乐教师在教学时，也应该积极利用音乐游戏这一
手段来帮助音乐课堂的有效进行，以这样的方式来强化学生对音
乐知识的认知，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得音乐课堂更
加活跃充实，能够以此为基础促进我国小学音乐教学的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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