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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关于小学音乐体验式教学策略的思考 
◆常  存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中心小学校  150300） 

 
摘要：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教师应当考虑采用体验式教学策略，让孩

子们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深入加以感悟与体会，从而深切地从中感受到

音乐艺术魅力所在，对音乐学习产生浓厚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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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在现如今的小学音乐教学当中教师
要不断改进教学策略，注重对于学生情感激发，确保在音乐课堂
上学生有充足的机会接触、感悟音乐。教师为学生提供优越的音
乐体验环境，让学生得以提升自身音乐素养，真正爱上音乐这门
学科。接下来，笔者将从四个方面简单介绍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
当中开展音乐体验式教学策略，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一、精心导入课堂，实施音乐体验式策略 
正所谓“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

学习而言，课前导入环节都是极其重要的。通过课前导入，教师
能够提前进行课堂预热，给孩子们一个提前适应课堂节奏的机
会，以此来保证学生们在正式接受知识之前就对于本节课所要学
习的内容有所了解，进而也会在正式上课时紧紧跟随教师思路，
在师生良好配合下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是，
课堂导入的设计并不十分容易，教师唯有对于学生们学习习惯以
及兴趣爱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课前导入策
略，充分引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利用孩子们喜欢听故事的特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设计篇幅
短小但是又有着一定趣味性的小故事，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实现
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目的，然后让学生们带着听故事的积极性过渡
到正式课堂知识学习当中来。比如，教师在教学《在钟表店里》
这节课的时候，提前就可以准备各式各样的钟表图片，然后再播
放不同钟表发出的声音，伴随着各种钟表运作的声音，教师为学
生讲述钟表之间发生的故事。以此来带领学生一起模仿钟表形
象，实现成功的课堂引入。 

二、创设课堂情境，实施音乐体验式策略 
小学生们才刚刚进入学校进行正式音乐知识学习，对于学习

方法的掌握程度还不够高，而音乐学科恰恰是一门需要学生们将
情绪完全融入，才能够感悟到真实魅力的学科。为了让学生尽快
赶唔到音乐作品当中蕴含的情感，教师就需要通过搭建情境的方
式实现歌曲内涵与学生情感之间的连接。另外， 引导学生情感
表达同样是音乐体验式策略实施当中重要一环，无法将自我感受
表达出来，那么情境创设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通过创设情境，
教师很方便地完成对于学生音乐意识以及表达意愿唤醒工作，接
着引领学生情绪，让孩子们在教师精心创设的情境当中尽情的表
达情感并带着这种情绪开始音乐知识学习。 

比如，在学习《在春天举行音乐会》这一节课的时候，音乐
教师不仅仅要为学生讲解演唱歌曲时要注意哪些曲调变化以及
演唱技巧，而且还需要让学生们在掌握音乐基础知识的同时以音
乐会的形式进行演唱，将歌曲更好的表现出来。在音乐会演唱情
境当中，学生们往往更容易体会到歌唱的快乐所在，也就愿意积
极与其他同学合作，尽可能的出色完成音乐会表演。在情境当中，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创造出更富有春天气息的课堂
环境，用更生动、形象的方式引入小提琴协奏曲《春》，鼓励学
生积极开动想象能力，将该首曲目与本节课所学知识、生活实际
当中的春日景色联系到一起，增强情境感染能力以及课堂教学效
率。 

三、重视民乐教学，实施音乐体验式策略 
艺术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没有文化作为支撑

的艺术是没有长久发展的。小学音乐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试试音
乐体验式策略，教师就应当为学生们安排更优越的文化体验，让
他们在感受民乐当中体会民族独特审美特点，这样可以激活小学

生们的民族认同感。另起对于音乐风格的多样化有更深切认知。
而且，通过民乐教学，学生所体验到的不仅仅音乐知识，而且也
会收到民族文化熏陶，自身文化素养得到显著提升。有条件的学
校还可以安排学生们亲自演奏民族乐器，多学习和了解民乐相关
知识，真正地将音乐当做是一种兴趣爱好，在平时的生活实际当
中也主动探究音乐知识，不断积累文化素养，孩子们的综合素养
也会得到提高。 

比如，教师在带领学生们学习《新疆舞曲第二号》的时候，
为了让学生们对于新疆民乐特点有强烈认知，就可以通过多媒体
设备来播放汉族民歌《茉莉花》，让学生们通过对汉族民歌的赏
析，首先简单总结归纳《茉莉花》的特点，接着教师再播放《新
疆舞曲第二号》，启发学生们第二次讨论、总结，将新疆舞曲跟
汉族民歌风格、节奏、韵律等等方面的差异总结出来。另外，教
师还可以让学生们想一想在《新疆舞曲第二号》当中，都运用到
了哪些带有异域风格的乐器？学生们在教师启发下也会注意到
弹布尔、苇笛等等民族乐器，教师再为学生们介绍新疆特色乐器
相关知识，增长孩子们的阅历与见识。经过民乐教学，学生们对
于在《新疆舞曲第二号》的音乐结构、使用乐器、演奏风格等等
都会有很专业的了解，增强了自身文化素养以及音乐水平。 

四、设计拓展活动，实施音乐体验式策略 
孩子在生活与学习经历中得到成长，而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

的众多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在其脑海当中停留很长时
间，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学生们才会形成主观或感性的体验。教
师在进行小学音乐教学的时候，为了顺利实施音乐体验式策略，
就要设计拓展活动，对学生们欣赏音乐经历进行拓展与延伸，加
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参与体验。孩子们性格比较活泼好动，在拓
展活动当中，往往会对所经历的事情留下更深刻的记忆，而在教
师实施音乐体验策略的条件下，学生们所经历过的拓展经历往往
更容易被激活成为其最内心深处的体验。 

教师在为学生们设计拓展活动的时候，还应当注重对于学生
个体差异的区分。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孩子们的生活经
历不同，对于同一件事物的感悟和看待角度都有所差异。而音乐
学科恰恰是一门注重于个体感悟的学科，教师在设计拓展活动的
时候，一定要加强对于学生参与体验的引导，让学生们也善于从
多个角度感悟音乐作品，勇于将自我感觉表达出来。比如教师在
为学生们教学《小动物唱歌》这一曲目的时候，就可以引导学生
们分别扮演歌曲当中涉及到的不同动物角色。在该拓展活动当
中，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扮演的对象，从而尝试着进行所扮
演角色声音模仿。教师再根据学生所选择角色以及声音模仿阶段
的表现作出分组处理，让小组之间保持较强的竞争力，进而组织
小组演唱比赛，让学生对于本首歌曲的掌握程度进一步得到提
升。 

总而言之，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当，教师可以尝试着引入体
验式教学策略，通过音乐课堂上的科学引导与启发，学生们自身
创造力与感悟能力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孩子们对于音乐作
品乃至生活都会有更深入的感知，从而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
当中都会保持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其良好品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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