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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小学音乐教育中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罗日军 

（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兼爱乡中心小学  546416） 

 
摘要：音乐教育是小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学生进行审

美教育，通过对学生开展音乐教育，可以推动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构

建正确的审美价值观，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但是，由于长期的应
试教育，小学音乐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对学生今后的成长发展尤为不利。本文就小学音乐教育中学生兴

趣的培养和激发策略进行探究，希望能够实现学生全面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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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小学教育体系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还

要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音乐课堂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帮助学
生获得全面的发展。开展音乐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可以减轻学生
的学习压力，还能提高学生对艺术的鉴赏能力，促进小学生综合
能力的发展。但是，当前音乐教育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学生
音乐素养的提高，无法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一、小学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传统 
小学音乐课程这种素质教育类学科并不是学校中的考试科

目，导致教师对于音乐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师未能精心的为
学生创设情境，设计教学。在传统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师主要为
学生讲解基础的音乐知识，带领学生演唱简单的歌曲，这样的教
学过程枯燥无趣，学生很难产生学习的兴趣，对于音乐课堂产生
排斥感。传统的教学模式会对学生兴趣的培养产生消极影响。 

（二）学生被动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才能够保证课堂教学的高效进行，打造高质量的小学音乐
课堂。但是，在当前的多数小学音乐课堂中，教师才是课堂教学
的主体，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动力，无法积极主动的加入音乐课
堂的学习中，自然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无法培养。 

（三）教师能力不够 
由于学校不重视小学音乐教育，导致音乐教师并不是专业

的，未经过系统的培训。这样的情况下，小学音乐教师的素质与
能力不够，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也无法对音乐教学有效的
设计，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更是不可能了。而且，小学音乐
教学还缺乏音乐学习的条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无法调动。 

二、激发和培养小学生对音乐教育学习兴趣的策略 
（一）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教育观念对于教学方法是有着影响，阻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

发。因此，想要将小学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有效的改变，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首先就要将教育观念转变。不仅需要教师将自己
传统的教育观念转变，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也要将教学观念转
变。小学音乐教师要正确的看待小学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地位，不
能够忽视音乐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意义。同时，音乐教师也要将自
身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要在平时的生活与教学中关心和爱护学
生，主动的与学生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学生感
兴趣的内容入手，精心的为学生设计教学方案，提高学生学习音
乐的兴趣，使学生真正的爱上音乐学习，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
培养审美情趣。教师培养自身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的方式很多，
教师要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充分的利用，通过网络平台学习优秀教
师的相关经验，还要及时的对自己教学进行总结与反思，不断的
完善和改进，实现自身素养与教学能力的有效提高。教师专业素
质对学生兴趣的激发有着积极意义[1]。 

（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在新课改背景下，倡导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小学音

乐教学中，教师只有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的激发，才会有效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音乐素养。教师在实际的教学
中要尊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发挥自己引导者的作用，依
据学生对音乐的学习需要，激起学生对音乐知识学习的兴趣，促
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以学生为主体的音乐课堂，能将学生参

与音乐课堂的积极性最大程度的发挥，将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
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教师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创设课
堂，可以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在快乐的学
习中减轻压力，在轻松的学习中高效的掌握音乐知识。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 

（三）创设情境激发想象 
小学音乐教材是与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的，更符合小学

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因此，教材中有很多可以为学生创设趣味性
教学情境的内容。教师为学生创设情境，在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
同时，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不断发展，还能够充分的发挥学生的
想象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获得发展，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
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学生创设情境，例如，利用多媒体形象
的图片、悦耳的音乐、生动的视频等等刺激学生的多重感官，将
学生的学习热情有效调动，促使学生积极的参与音乐课堂。还可
以将学生划分小组，组织学生创编音乐剧，将学生的表演欲激发，
学生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趣味性的活动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的相关的音乐知识，还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创设教学情境
可以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3]。 

（四）改善音乐教育条件 
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音乐教育并不重要，对于音乐教育的重

视力度也不够。在这样的传统观念下，学校对于音乐教育的投入
不能满足音乐教学开展的需要，导致小学音乐教学效果不佳，难
以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激发。在音乐教学设备受到限制的情况
下，即使教师的专业水平高，也很难将自己的教学能力充分的发
挥，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同时无法培养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
提高音乐课堂的教学质量。学校可以引入多媒体设施，增加音乐
教学中的乐器种类，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热情调动。而且，不仅
是学校，有关的教育部门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强小学
音乐音乐课程的建设。 

结论：小学音乐教育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与创新，教师要
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入手，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促使学生
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音乐教学中。在实际小学音乐课堂中，想要培
养和激发学生的音乐兴趣，就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想象，同时，还要改善音乐教育
条件，真正意义上将学生的对音乐教育的兴趣最大程度的激发，
实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为小学生的未来成长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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