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5 期） 

 1744 

教学实践 

做好四点，让孩子“乐”在其中 
◆谢玉娟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龙岩市  364000） 

 
孩子们喜欢音乐，可是并不喜欢上音乐课，这是一线音乐老

师们共同的感受。现在随着升学考试竞争的日益激烈，学生把要
参加考试的“主课”学习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而音乐课自然也
就成了“副课”，偶尔他们也闹着要上音乐课，这其实也只是出
于音乐课是“副课”不需要考试，更不需要把知识学进肚子里，
所以毫无压力，用孩子们的话说就是“玩课”可以随便上的。正
是因为要把参加考试的主课放在重要的位置，副课自然而然就会
被他们摒弃，加之他们不喜欢的音乐课程内容，不爱上音乐课也
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如何让学生保持一种对音乐学习的积极心
态，发自内心地真正喜欢音乐课呢？ 

一、以学生为主体，让童心快乐飞扬 
一节课的设计，很多东西我们都更多的从老师自己的角度出

发去感觉这个节奏要用什么方法来掌握、那个乐句要如何如何唱
生动、这里要用打击乐器伴奏那边要设计几个舞蹈动作，其实一
切的一切，孩子们可以在优美的音乐声中，自然而然地随心而动
去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表演表现形式，去潜移默化地掌握，但是我
们老师很多时候都“自作多情”生硬的去拆分乐句表达理解过关、
最后再完整拼图再现。各种环节设计所谓“关卡”重重，迂回复
杂，各种设计的繁琐过程是多么的辛苦啊，折腾孩子折腾老师！
于是花大量时间去忙乎着修缮各种精致课件，各种的道具使用和
设计，然后导啊演啊～最后孩子竟然歌曲没学唱会，更别说感受
歌曲的情绪如何活泼生动优美。一句话我们的课老师设计的成分
多，缺乏孩子本身的意愿，是表面上的主动。记得在上二年级音
乐《动物说话》时，欢快的节奏，有趣的声势，孩子们一个个跃
跃欲试，那表情告诉老师“我”多想马上就学会啊！这时我觉得
就要抓住这个机会马上让学生完整学唱，而不是按套路先学难点
节奏，再从歌曲旋律到歌词分句学唱，一首歌被拆得七零八落，
哪有美感而言，再而学生想学的是歌曲，可早已被老师设置的一
道道“关卡”磨灭了兴趣。因此，当孩子们主动想学有兴趣继而
感觉学起来轻松没压力的时候，也许他们的主导作用就体现了！
确实是我们的过于“精致”给孩子们无形增加更多压力了，以至
于他们不敢在课堂越雷池一步，这样的他们能起到主体主导作用
吗？学习空间不仅在课堂，更多的是在他们成长路上生命里的每
一分钟，咱别扭曲了孩子学习音乐兴趣的萌芽之路啊！ 

二、改变教学模式，吹吹“流行风”何乐而不为 
长久以来，音乐老师们心里那“约定俗成”的课堂模式，孩

子们已经太熟悉了问好-导入-解决难点-学唱学听-分析-各种
分组配合-表现加深巩固--表演打击乐舞蹈优化-拓展德育-总
结下课……孩子你学会了吗？亲，您教累了吗？不可否认在课改
的一段时期里确实绽放了无数的光芒，那是多美、知识点多么丰
富、多么完整扎实的一堂课啊。当然累并快乐着许多孩子也还是
收益的，一堂外表上看似花团景簇满慢当当的，可是真的好累
啊～一节公开课下来老师们搞得跟大病一场似的！当我们把更多
心思努力放在音乐如何表现美的时候，也许所有的困难都不是问
题了！让学生在体验美的音乐同时，在优美的体态、律动和歌声
中悄悄的把难点、问题给解决了。如在教学歌曲《法国号》时，
按常规模式一般来说都会让学生听范唱后，会问孩子歌曲是几拍
子的，然后出示三拍子的拍号及强弱规律，最后回到歌曲中分句
学唱-解决难点-完整演唱-表现歌曲等，但如从学生角度出发，
我想在老师扮演法国号进行自我介绍中直接导入歌曲后，然后学
习歌曲，实践证明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歌曲，这时我把歌曲改成
2/4 拍的节奏，让学生对比聆听，发现 3 拍子的节奏更适合这首
乐曲，然后用动作表现，从中找到该节奏的强弱规律，这样就让
学生在音乐体验中解决了难点。接下来让学生听华尔兹风格的舞
曲和进行曲，判断出华尔兹也是 3 拍子的，在音乐体验中学以致
用，巩固了新知识。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学生在唱唱跳跳
中完成的，学生学得快乐，教师教得轻松。 

其次在教学内容上我们虽得按课本内容和大纲去学习，教材
有它循序渐进的程序，这点大体是要遵循的，但是，音乐的表现

是抽象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之分。课堂的教学也是灵活机动多
样化的，它不像数学科那样具有完美的逻辑。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真不想就例行“上课，老师好” 然后机器一样循环运转……,
我愿选择更多孩子们喜欢的、优美的适合他们年龄段的优秀歌
曲、好听的乐曲，其实我们要充分挖掘教材，进行教材重组，或
选择一些课外的优秀音乐作品：如周杰伦《听妈妈的话》TF 的
《青春修炼手册》；找个恰当的机会，我也会搬到音乐课堂上，
因为孩子们喜欢。 

三、表扬鼓励双管齐下，孩子“乐翻天” 
给我们孩子多一点爱。古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

六月寒”当我们的课堂多一点克制，少一点呵斥；多一点鼓励，
少一点讽刺；多一点温馨，少一点无奈；让我们的课堂充满爱的
种子。一句温馨的话语也许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啊！记得在一次观
摩课里台湾郭冠廷老师曾用到以下评价语： 

“没关系，再来一次，你一定能行的。” 
“你真的好厉害哦，把老师要表达的都说出来了！” 
“哇，你的回答好有创意哦” 
“谢谢你，你真的很有爱心诶，竟然帮老师把乐器整理都分

类好了” 
“你太有创造力了，老师都没想到哦！” 
“喔，这边还有同学举手的，等一下老师再听你的回答好

吗？” 
多么温馨的话语，孩子们心里满当当的都是幸福。不经意间，

也许你的一句话也许会陪着他们一生，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样的
音乐课，孩子们会不喜欢吗？ 

四、把你当偶像，音乐课好似见面会，学生乐此不疲 
音乐那是因为有美妙的声音、有不同的乐音触碰着我们的心

灵才让我们快乐、让我们体验着各种情感变化带来的丰富美妙的
空间。记得在听台湾艺术大学姚老师的音乐课时，那温馨的话语
在耳边萦绕，那母亲般慈祥的笑容挥之不去，优美的歌声久久回
荡着，孩子们醉了，听课老师屏息感悟着不知不觉一小时过去了;
姚老师没有精彩的课件，没有复杂的、让人眼花瞭乱的教学教具，
只用她那颇具亲和力的歌声让她的课照样能捉住孩子们的心，让
他们沉浸其中。因此音乐老师要不断地“修炼”，努力提高自己
的业务能力，使自己成为学生的偶像，让学生喜欢你，喜欢音乐
课。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多姿多彩的音乐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那
么的缤纷绚丽！寻找课堂真正有魅力的东西吧！一小段歌曲、一
小段舞蹈、一小段音乐游戏、一节课有那么一小段足矣！只要是
孩子们喜欢的，紧扣孩子心弦的，这样的音乐课孩子们一定会
“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