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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农村初中音乐教学之我见 
◆蒋蕊蔓 

（湖南师范大学） 

 
随着新课标的改革，人们越来越重视音乐教育。而在农村，

音乐教育也得到了普及，其重要性也逐渐被认可。但由于大多数
农村地区，设施设备稍显落后，环境较差，专业性的音乐教师比
较缺乏，所以实际上大多数学生对基本音乐知识技能的掌握并不
理想。 

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要进一步提升对音乐学习的正确认
识、补齐专业音乐人才的空缺外，还应从教学中入手，提升教学
质量，达到真正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实实在在的学习并掌握
知识的目的。我作为一名农村初中音乐教师，根据所在农村学校
的实际情况，就教学中的一些实践经验，粗浅的谈一谈自己的心
得体会。 

一、课堂内 
（一）游戏互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农村初中的学生，缺乏对基本音乐知识的掌握，而 基础的

识读乐谱的能力，大部分学生可以说并未达到初中生所应具备的
水平。因此，我认为，在课堂内，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学生识
读乐谱，普及一些基础的音乐知识。 

识读乐谱又分为识读简谱和识读五线谱。在一开始进行教学
时，大部分农村学生会因以前从未进行过乐理知识的学习而感到
困难，这时教师若直接让学生通过背诵来记忆简谱和五线谱的相
关知识，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而不去记忆直接放弃。因此，在学
习必须要掌握但对于农村初中生较陌生的简谱和五线谱知识时，
应变换一下教学方式，不要一板一眼的在黑板上进行书写让学生
背诵。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 

比如，在进行乐理知识中七个基本音级的学习时，可以做这
样小游戏：将学生分为七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代表一个音符。当
教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音符，相对应的那个组的学生就要站起来
并且大声的喊出自己所代表的音符的名称、唱名等等（视具体教
授的内容而定），以此来增强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兴趣，这样也
增强了学生的记忆。 

再比如，在进行节奏节拍等知识的学习时，教师可以利用身
体的律动，简单的动作，如拍手、跺脚等，来让学生进行节奏的
感知与体验，也可以利用生活中的物体，比如说笔、杯子书等等，
利用这些物体，进行敲击、轻拍等动作进行节奏节拍的教学。 

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和教授内容，教师用一些小的游戏带动学
生进行学习，学生不仅有兴趣，也能更深刻的记住所学的知识。 

（二）创设环境，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在学习一些音乐知识时，可以将之相关的图片、音乐片段以

欣赏的方式进行展现，也鼓励学生在课前进行相关学习内容的资
料收集，在一开始学生可能无法收集准确的资料进行展现，而这
时以学生收集的资料为主，老师为辅进行引导和补充，不仅拓展
了学生的视野与思维，还培养了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
力。在欣赏学习中，学生一开始可能无法获得正确的知识要点，
收集的资料也可能和本堂课的内容关系不大，但通过教师的不断
引导、纠正、补充，学生通过欣赏课进行鉴赏、聆听、学习，不
仅能拓展知识面，同时也能使学生的自信心得到增长。 

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教学环境所限，并没有那么多的设备
可以让教师进行 ppt 或者其他先进的教学手段的使用，那么这时
教师就应该根据具体学校的实际情况，用其他的设备来代替，进
行欣赏课的教学，若实在是没有，也可以教师自己进行器乐演奏
或演唱，让学生进行欣赏学习。 

在通过欣赏学习相关音乐知识时，也可以创设环境来进行学
习。比如，在学习和民歌相关的音乐知识时，学习民歌中的三种
分类——山歌、号子、小调时，可以分别创设相对应的环境，如
在学习山歌时，让学生想象自己正在山林间放马、农作等；在学
习号子时，让学生想象自己正作为一名船夫划桨等等。创设环境
后，带领学生跟随着音乐做一些简单的跟唱或做一些简单的律
动，以此来让学生体验、感知它们的特点，并学习相关知识。 

这样来进行课堂，不仅能让学生感到新奇、有趣，也达到了

在让学生感兴趣的前提下，进行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的引导学
习知识。 

当然，在初中，三个年级及各个班的学生情况是不同的，无
论是通过做游戏、还是创设环境进行欣赏学习，都要考虑到各个
年级及不同班级学生的实际，视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
设计。但课堂内教学 重要的还是要让学生掌握一些理论性的音
乐知识，所以也要注意学习后的知识反馈，在学习新的知识后，
及时在下次的课堂上进行复习、检查，对还有问题、疑惑的地方
进行再次讲解，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掌握知识。 

二、课堂外 
课堂外的教学主要是指相关的音乐活动。比如音乐活动课、

兴趣班和文艺展演、比赛等对于初中的学生来说，爱动是他们的
天性。而农村的学生，只要一听说有活动，都充满了干劲和积极
性。因此，课堂外的音乐活动，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指导，让学生
在活动时更加喜爱音乐，在活动中加强相关的音乐知识技能学
习，让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提升。学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自
己的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并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一）音乐活动课 
既然是音乐活动课，教师就应让学生“动”起来，将音乐知

识同身体相结合。 
比如，在音乐活动课中，教师可以运用手鼓击打节奏，让学

生做出互相拍手、拍肩，跺脚等简单动作代替节奏，而前进、后
退、旋转、踢腿等简单的舞步动作代替旋律。以此来让学生加深
对节奏和旋律的印象及感知体验。教师还可以选定某个主题，让
学生根据此主题进行简单的节奏和旋律的创编，激发起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的身心都“动”起来。 

而一些音乐活动的主题是和农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各个
地方也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特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学生
带领到大自然中进行音乐的学习。 

（二）兴趣班 
一般农村初中都开设有兴趣班，大部分是常见的舞蹈班、合唱

班等，而担任这些班级的指导教师，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及学习需求，
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的进行指导，提升学生的相关音乐技能。 

大多数农村学校都有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及实际情况配备
一两种乐器，比如电子琴、腰鼓、口琴、竖笛等等。除了声乐、
舞蹈的兴趣班外，也可增设电子琴、腰鼓等兴趣班，让学生有机
会进行乐器的学习。而乐器的学习，也能使学生更好的将课堂上
所学习的音乐知识，特别是乐理知识进行实践和运用。在刚刚开
设兴趣班时，会有学生因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内容感到陌生
而感到困难，特别是在乐器的学习中更甚，此时教师应耐心对待
且好好的引导学生渡过学习的困境。 

而在声乐或合唱兴趣班中，农村学生在歌唱时常常“依仗”
着自己的嗓音条件而不注意自己的嗓音保护，所以让学生掌握正
确的发声方法也是教师在对待农村初中生时应注意的。 

（三）文艺展演及比赛 
文艺展演及比赛是每个学校基本都有的一项音乐活动。学生

的参与性往往是比较积极的。教师依然应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
的进行指导。适当的与所学内容相挂钩，使学生及有突出个人特
长的同学将自己的兴趣爱好转化为艺术才能展现出来，充分的表
现自我，也能使学生们更认真的对待其他音乐内容的学习。 

我还发现，在大多数地方，基本都是有自己地方性特色的方
言歌曲或乐器，教师可以活用这些地方性特色的内容，选择适合
初中生学习的内容作为校本课程来进行教学设计并教授。具有地
方性特色的教学，也能使学生倍感亲切。 

后，无论是通过课堂内还是课堂外，或是将两者很好的结
合起来进行教学，只要能牢牢抓住、提起学生的兴趣，从农村初
中生的学习需求出发，根据实际具体情况进行教学设计，以学生
为主老师为辅进行引导学习，相信农村初中的音乐教学一定能得
到实质性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