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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实现小学音乐趣味歌唱教学 
◆陈俊诚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中心小学） 

 
摘要：音乐作为一门艺术课程，在小学阶段中展开音乐课程教学，由于

小学生们的年纪限制，使得音乐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新课程改革中

提出，老师们在实际的教学中，不仅要给学生们灌输相关知识内容，更

要采用多种丰富的教学方式，为学生们创造更加具备趣味性的课堂环境，

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能力。小学音乐课程中的歌唱教

学，应当采用趣味性的教学方式，才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因此，

笔者在本文中，对实现小学音乐趣味歌唱教学的策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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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人们都认识到了音乐这门课程

的重要性。小学生们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培养他
们的审美能力，更加可以为小学生们的智力开发打好一定的基
础。音乐这门艺术课程的展开，只有采用更加丰富的具备趣味性
的教学方式，才能够调动小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发挥音乐
课程的教学价值。 

一、创设教学情景，激发学生们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在展开音乐歌唱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认识到学习兴趣的重

要性，为学生们创设教学情景，结合学生们的学习特征，激发他
们对音乐课程的学习兴趣。只有在一定的兴趣基础上，才能够为
学生们学好音乐课程做好准备。那么，老师可以根据所学习的音
乐知识内容，选择合理的方式，充分利用周围的各种资源，来为
学生们打造更加活跃的音乐课堂。 

例如，在人教版的小学音乐教材中，学习《幸福拍手歌》的
时候，老师可以以身作则，带动音乐课堂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们
一起跟着老师的歌唱节拍，边拍手边唱歌。在老师的带动下，学
生们便会逐渐参与到歌唱当中，从而渐渐体会到歌唱的快乐[1]。 

二、借助儿童游戏展开音乐歌唱教学，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 
对于小学生们来讲，他们在学习音乐歌唱的过程中，如果全

身心地投入其中，便会有着较高的学习效果。老师可以带领学生
们参与一些儿童游戏，通过该游戏来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让学
生们在参与有些游戏的过程中合唱歌曲，从而便能够加深学生们
对这些音乐歌曲的记忆，实现音乐歌唱教学。 

比如，在学习《拔河》的这首歌时，老师可以组织学生们参
与拔河比赛。拔河比赛是一种比较激烈，充满热情的游戏。学生
们在参与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自身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在参与的
过程中对这首歌进行合唱，不仅可以激发学生们的热情，还能够
让学生们更好地参与在游戏当中。同时，该游戏的展开让学生们
也会逐渐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更加意识到音乐这门课程的
趣味性，在此基础上，学生们对这首歌曲便会有更加浓厚的情感
[2]。 

三、讲解音乐故事，提高学生们对音乐的理解 
每一首音乐都有着一定的创作背景，所表达的情感都存在很

大的差异。小学生们对这些歌曲的理解往往还有所缺乏，想要让
他们更好地理解音乐，老师可以借助音乐歌曲中所传达的故事内
容，给学生们进行故事讲解。对于小学生们来说，他们往往都对
故事非常感兴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音乐课程展开教学，
便可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老师们还可以借助现代化的
教学方式，利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们播放关于音乐所传达的故
事理念，让学生们对音乐有更新的认识，对培养学生们的思维意
识也有着非常大的价值。 

比如，在小学音乐教材中，学习《小红帽》这首歌的时候，
老师可以给学生们讲述关于“小红帽和大灰狼”的童话故事，这
种具备传奇色彩的童话故事，往往可以对学生们产生浓厚的吸引
力，让学生们更加喜欢学习音乐课程。学生们在这种环境下对歌
曲的认识便会上升一个层次，歌唱教学的效率也会得到提升。 

另外，学习《大风车》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给学生们使用多
媒体技术播放相关的动画片，要求学生们观看这部动画片之后，

学会唱这首歌。动画片对学生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学生们在反
复的观看下，便会对这首歌产生非常深刻的记忆，从而有助于实
现音乐歌唱教学[3]。 

四、利用角色扮演进行音乐歌唱教学，提高学生们的学习能
力 

音乐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小学生们对于音乐的学
习，可以使他们的想象力更加丰富，也能够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综
合能力。老师可以借助一些具有丰富故事情节的音乐，来利用角
色扮演给学生们展开音乐歌唱教学，小学生们在参与角色扮演的
过程中，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对音乐知识的认识更加
全面，也能够为他们综合能力的提升打好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小动物告别会》这首音乐的学习基础上，老师可
以让学生们分别扮演不同的小动物，学生们在扮演的过程中，也
是他们对不同动物的深刻理解，对学生们自身的学习能力，以及
理解能力都能够有很显著的体现[4]。通过角色扮演对音乐歌曲进
行学习，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潜力，让学生们认识到歌曲中蕴
含的魅力，从而为音乐课程教学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和保障。 

五、结束语 
综上，音乐作为一门艺术课程，有多种非常丰富的类型，其

中蕴含着的内涵与价值情感都非常的多元化。在小学阶段展开音
乐课程教学，要结合小学生们的学习习惯，以及新课程改革的教
学要求，为学生们制定更加科学合理，以及具备趣味性的音乐课
程教学方案，采用多种丰富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让学生们认识到音乐课程的魅力。在此基础上，培养小学生
们的综合学习能力，丰富小学生们的情感体验，为小学音乐课程
教学效率的不断提升，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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