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2月（总第 191期） 

 1260 

教学实践 

动画音乐进入小学音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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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喜爱，提高音乐

文化素养及审美能力。为了深化这一理念融入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培养

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尝试将动画音乐引入小学音乐欣赏课堂将其作为

创造性课程资源进行辅助教学，引导学生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音乐审美

体验，体会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和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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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它不仅能启迪人心灵，还能给人以美
的感受。如何体会音乐中的美，不仅需要教师的启发和诱导更需
要学生自身的音乐体会和感悟。  

但当今小学音乐教育现状中，机械的唱跳不仅消磨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也满足不了音乐教学促进情感发展的需要。《小学新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要以审美体验为核心，使学习内容
生动有趣、丰富多彩，引导学生主动参与音乐实践，以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为了深化这一基本理念，将动画音乐引入小学音
乐欣赏课堂并将其作为创造性课程资源进行辅助教学，引导学生
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音乐审美体验，体会音乐表达的情感和艺术
形象。  

一、什么是动画音乐  
动画音乐不是纯音乐，而是为动画作品而存在的音乐，和影

视音乐类似，贯穿于动画作品当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动画音
乐的构成主要包括：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叙事性音乐、情绪音
乐、节奏气氛音乐以及时空过渡的连续音乐等[1]。动画作品中的
音乐可划分成为有声源型和无声源型两类。有声源型音乐参与故
事情节，在画面中可以找到发声体，或与故事的叙述内容相吻合；
无声源型音乐和故事情节的关联性较弱，主要起渲染情绪、突出
主题、刻画人物的作用。现在的动画音乐更多的是讲这两种类型
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放入动画作品当中。  

二、动画音乐进入小学生音乐课的可行性  
（一）符合小学生的思维和理解能力  
小学生的一般年龄为 6 至 12 岁，这一期间的儿童对音乐的

理解较弱，思维特点仍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动画音乐具有典
型的象征性，音乐与画面的结合更加直观并形象地表达人物性格
和情感。由于动画音乐具有能把观众直接带入人物情感世界的特
点，从而使得学生有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和更加形象地了解音乐
内容的机会。不仅摆脱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丰富音乐欣赏课内
容，而且还让学生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所学内容，感受到音乐的
美。  

（二）符合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  
动画音乐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艺术张力。动画音乐不仅是音乐

与美术的融合亦是听觉与视觉的结合，[2]它所带来的审美感受会
引起听众的生理反应和感官兴奋。把动画音乐引入课堂能给学生
展现出一个具体形象的人或事物，使学生对所表达的音乐形象有
一个大致的认识。之后，通过教师地讲解与师生互动传达所需的
音乐信息，逐步让学生把之前的模糊认识上升为一个具体的认
识。经过这样长期的反复进行，学生在听音乐时会主动的去感受
音乐形象，体验音乐魅力，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  

（三）动画音乐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音乐家卡巴列夫斯基说过：“激发孩子对音乐的兴趣，是把

音乐美的魅力传递给他们的先决条件”。喜爱动画几乎是每个孩
子的天性，教师在音乐教学中便可以利用学生这一心理特点进行
教学。收集学生喜爱的的动画音乐并进行整理，编辑后作为课程
资源带入课堂进行辅助教学，让学生在一个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
中学习，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实践性。  

（四）丰富的动画音乐教学资源  
随着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上活跃着各种丰富的动

画资源。每部作品都具有独特的中国动画艺术风格，其中的音乐

也流露着浓厚的中国气息。不仅如此，国内还引进了许多优秀的
国外动画资源，使得可利用的动画音乐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多元
化。利用这些丰厚的资源引入课堂进行教学，不仅能让学生了解
本国的艺术文化，还能让学生了解世界音乐的多元化，从而树立
平等多元的文化价值观。  

三、如何将动画音乐运用于小学音乐欣赏课  
（一）动画音乐曲目的选择  
在课堂教学中，选择合适的动画音乐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

到学生接受音乐的效果。选择的动画音乐首先应要注意，教学的
音乐内容和主题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年龄和认知水平，要有利于
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选择的动画音乐应该丰富多样化。其次，
应选择旋律优美或具有趣味性，节奏轻快的音乐。这样顺应了小
学生爱玩、好动的天性。选择贴近儿童生活的动画音乐便于学生
理解，边看边听让学生容易掌握，同时也有助于师生互动，以便
更好的开展课堂教学。  

（二）动画音乐欣赏课的教学  
在教学中，应由浅到深、层层深入进行教学。首先，向学生

讲述动画的基本故事情节，然后观看动画片段让学生对音乐有个
大致的印象。接着，只听音乐不看画面并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注
意音乐表现要素，主要包括节奏、力度、旋律等，听完之后对音
乐中的表现要素进行描述。最后，完整的再将动画片段欣赏一遍，
看完之后让学生把听、看还有想象结合再一起，谈谈自身的感受
和体会。在这样的音乐欣赏教学中，学生既被精彩的动画吸引住，
又被优美的音乐打动。教师应看动画和听音乐紧密联系起来，引
导学生的把注意力放到欣赏音乐中去。通过欣赏动画音乐从而激
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促进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培养学生
音乐欣赏能力，从而达到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目的。  

音乐教育的根本方式是：以情感人，以美育人[3]。将动画音
乐运用于小学音乐欣赏课教学中只是音乐教学的一种手段。若能
恰到好处的将其运用并使之成为学生认识音乐以及欣赏音乐的
桥梁，便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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