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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论在小学低年级音乐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  
◆黄丽珍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第二小学） 

 
摘要：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实行素质教育，音乐教学是德、

智、体、美、劳中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美育教学部分。作为艺术科目，

音乐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优势，它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具有积

极的意义。小学低年级的音乐教育是今后音乐学习的基础，因此这个时

期对学生的音乐知识需要格外的重视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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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学科，音乐能陶冶人的心灵，使人从
中获得美的享受，给人以安慰或是鼓舞。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
交流方式和手段，音乐能帮助人们释放压力，舒缓心情，让人们
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因此，音乐学习已日益显示出它
的重要性，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接收新事物的黄金
年龄，是进行音乐教育的最佳阶段。而且良好的音乐素养对于他
们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 

一、小学生音乐兴趣培养的重要性  
首先，音乐兴趣的培养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音乐

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音乐不
但可以诠释静穆与和谐，而且还能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将会更深
更远。其次，音乐兴趣的培养对学生的智力发育也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现代医学证明，和谐优美的音乐旋律对于大脑的发育有
着良好的促进作用。第三，音乐兴趣的培养对学生的性格形成也
有着一定的作用。人对客观事物产生的态度取决于情绪的掌控，
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有着较弱的生理机能，但好动活泼，容易
形成条件反射的固定，因此教师需要结合这一阶段的年龄特点，
投其所好，精心策划展示出音乐的美好，让学生内心真正喜欢上
音乐。 

二、培养小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  
（一）以发展方向为目标，加强音乐基础能力培养  
1、学生表现力的培养。在音乐艺术的表现中让学生充分感

受和领悟音乐，达到满足学生的成就感和表现欲，以及发挥学生
的创造性；2、感知能力的培养，包括学生对音响、音乐各要素
敏感性的细微变化、及感知和把握音乐形象和音乐作品的能力
等；3、鉴赏能力的培养。音乐兴趣不仅只是感官上的愉悦，还
需要文化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支持，才能获得音乐领域更宽广的视
野。4、创造力的培养。如学生在课堂的即兴演奏、创编表演、
演唱等，促使学生发展丰富的想象能力，实现学生拓展思维空间。
学生音乐素养整体性的提高，只有基于学生发展为本的目标才能
真正实现。 

（二）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想要课上得有趣，必须引导学生进入一种激动的情绪投入课

堂思考和学习，为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自身的智慧而满足，为课
堂上诠释出的真理感到不可思议，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因此学生
往往在处于激动的情绪氛围下思考和学习的。因而课堂前期教师
需要及时调动起学生的情绪，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程的美好期
待。例如在教学《小青蛙合唱》时，教师运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片
段：美丽的池塘边，住着一群青蛙们，它们正在举行唱歌比赛。
动画看过以后，学生都很快投入了积极的学习状态。此时教师进
行引导：“小青蛙的比赛热闹。它们唱歌好听吗？沿着这条小路
大家去现场观看比赛吧！”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之后，跟着这位兴
趣的老师，学生课堂注意力集中多了。课堂上生动的教学形式，
能很好的装扮要学的知识技能，创设富有音乐情趣的意境，激发
学生浓郁的学习兴趣进而深入课堂的学习。  

（三）灵活运用舞蹈和律动教学法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如能选择简单的舞蹈和律动用于引导学

生学习音乐，这样学生便会很快进入状态。倘若教师有机结合音
乐教学、舞蹈、律动教学法，则小学生将接受得更容易些。 

这种教学模式，十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还能有效帮助小

学生理解音乐。在这个教学过程中，音乐教师发挥着引导作用，
并直接决定着教学效果。为了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音乐，则
教师应擅长应用舞蹈和律动教学法，比如，引导学生通过舞蹈来
扮演角色、为学生播放律动音乐等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此
外，小学生低年级往往具有较强的表现欲，在音乐律动下，学生
融入舞蹈活动当中，能更深刻地感受音乐的美妙，进而体现出主
体地位，快乐地将音乐课上好。 

（四）创设音乐游戏活动，激发音乐兴趣 
低年级学生天生喜欢参与游戏类活动，也常会以最自然的方

式在游戏过程中展现自我和抒发情感。传统音乐教学时，很多教
师会根据单一常规的教学形式开展教学，音乐课上学生只是千篇
一律地听教师教唱或是听一些教材上的曲目，这样的音乐学习常
使学生提不起兴趣。如果在音乐教学时，精心设计或是合理的融
入一些游戏，在轻松有趣的教学方式下学唱歌曲便可以有截然不
同的课堂效果。如边唱边做红绿灯的游戏，边唱边进行拍球游戏，
边唱边玩开火车的游戏等。在游戏唱歌过程中能将孩子们的注意
力集中起来，也能获得音乐乐趣的别样体验。例如在教学《十只
小猪过河》时，教师除了利用多媒体学习歌曲，播放动画，还可
以让孩子们根据歌曲内容进行表演，“在歌唱中游戏，在游戏中
唱歌”，这样就能轻松愉快地完成好教育教学。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显得

十分重要。小学生都是我国未来的栋梁，而作为艺术课程的音乐，
可以提升学生的精神内涵，促进美好品质的形成，帮助其健康全
面的成长，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因此，在音乐教学课堂中，
教师应积极改善和创新教育方法，结合多元化的模式来开展音乐
教学，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和创造
能力，让孩子们获得良好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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