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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音乐教育中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培养初探 
◆翟柔萱 

（惠州市光彩小学  广东惠州  516001） 

 
摘要：音乐教学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小学音乐教育，有

助于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压力，陶冶情感，在欣赏音乐中提升审美情感，

所以必须要注重加强音乐这门学科的教学。新课程改革进一步确立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而兴趣又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所以小学音乐教师要注重

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开展合作教学方式，或者构建趣味性的

教学情境，还要注重增进师生互动交流，这都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

的参与学习，从而实现良好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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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音乐不同于其他文化课的教学，其教学重点不在于向学

生传授各种理论知识，而是对学生进行感性教育，丰富学生的情
感世界，让其领会到自然、社会的美好，进而逐渐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感。要想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小学音乐教师的首要任务就
是要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
地接受知识的灌输，这直接降低了学习积极性，对此就需要进行
教学模式上的改革创新，从而提高音乐教学质量，真正的落实素
质教育。 

1 开展合作教学方式，提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其中合作学习就是一

种通过团队形式进行学习的方式，真正做到了以学生的为主体，
有助于培养其群体协作意识，并且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反应速度
和学习兴趣[1]。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注重改
变落后的教学方式，运用合作教学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教师首
先要根据班级内所有学生的不同学习能力及成绩，合理划分学习
小组，每个组员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都能够积极参与到小组讨
论学习中去。之后教师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引
导学生进行小组的自由讨论，每个小组内部整合各自意见，形成
统一认识。为了确保合作教学取得好的效果，教师要注意与学生
的生活经验，或者他们感兴趣的事物相结合，这样学生们参与产
生讨论学习的兴趣，才会有话可说，在合作中深入理解音乐知识。
比如在教学《小红帽》这首歌曲时，小学生们都喜欢趣味的童话
故事，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讲述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然后播放
这首歌曲，并提出问题：“小红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
理呢？”，小组内部充分讨论，并且还可以创编情景剧，这样的
教学一定会让学生们兴趣十足，整个教学都充满了活力。 

2 构建趣味性教学情境，注重结合实际生活 
小学音乐教材上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很多故

事情节也是很有趣味性的，所以教师要注意挖掘这些歌曲中的内
容，在教学中为学生构建相应的趣味性教学情境，这种娱乐教学
一定会使学生充满了学习兴趣。音乐作为一种生活艺术，与人们
的生活密切相关，而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渐注重学生
审美意识的培养，从而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认识生活，感
受生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小学音乐教师可以设立贴近生活的

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对歌曲内容进行讨论，或者分角色表演，将
抽象的音乐理论课讲授转变为形象生动的课堂，以更加形象地讲
授帮助小学生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2]。比如，在教授《小雨沙沙
沙》这类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而又较为活泼的歌曲时，教师可以
让小学生自己设想自然环境，然后将自己比作歌曲中的任何一种
景物形象，诸如小雨点、花、草、鱼等，在音乐的演奏中表达自
己的感受，进而真切的体会歌曲中的各种形象，在这样生活化的
趣味情境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激发，音乐教学的效果显著
增强。 

3 不断丰富教学方法，增进师生互动交流 
小学生活泼好动，学习方面的动机性和目的性不强，所以要

想激发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教师就必须要不断的丰富
教学方法，始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教学设计。小学音乐教
学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欣赏音乐，学唱歌曲，从中体会快乐，
获得感悟，提升审美意识，所以教师不能再单一地讲授音乐理论
知识和唱歌技巧，要注意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多对学生进
行引导和启发，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素养[3]。首先，教师要
注重为学生创设体验成功的机会，当他们获得学习成功的喜悦，
就会产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兴趣动力。比如教师可以将学生们合唱
歌曲的场面录制下来，然后为大家播放，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
扬，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其次，小学生具有自由活泼的
天性，如果学生过于严苛的强调课堂纪律，约束他们的行为，这
会压抑其天赋，使其降低学习兴趣。所以教师要注意建设开放性
的课堂，营造宽松活跃的教学氛围，加入一些小学生们喜爱的活
动，比如巧妙融入游戏教学的方法，就可以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比如在教学《小蜜蜂》歌曲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力，
开展角色扮演游戏，模仿小蜜蜂，从中感受欢快的是旋律，获得
学习的快乐；最后，小学生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所以教师还要注
重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去
创作一些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是创编舞蹈，可以是声势律动，发
扬学生的个性[4]。 

结语 
总之，音乐是一门的艺术，音乐教育是美的享受，小学音乐

教师作为美的传播者，应该充分了解小学生的学习需要和特点，
通过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激发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引导其欣赏音乐之美，进而熏陶良好的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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