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校园文化　03　2020 197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培智小学音乐教学浅谈
顾智雪

贵州省毕节市特殊教育学校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音乐是一种抒发、表达、寄托情感的艺术，它跨越了语言、智力、行为的障碍，密切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生活。在

培智生教育中，音乐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更能被特殊儿童所感知，成为打开他们心扉的一把钥匙。鉴于此，本文对培

智小学音乐的教学策略进行了探索。尽于此，本文对培智小学音乐教学中打击乐的教学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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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是培智小学音乐教学中重要的教辅工具，也是培智
生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音乐教学中，常见的乐器有钢
琴、电子琴、二胡、打击乐器等，其中打击乐器在音乐学习
中具有巨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孩子都玩过“打击
乐”，比如，用筷子击打桌子、用勺子敲碗、用木棒敲响盒子
等等，这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孩子制造声响的欲望。因此，在
培智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运用打击乐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教师应当充分发挥打击乐器的优势，开展有效的音乐课堂
教学。

一、打击乐器在培智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作用
（一）提高培智生音乐领悟能力
打击乐器的音乐范畴较为广泛，比如，爵士鼓，其配乐

有拉丁、爵士、摇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不停
地给培智生带来惊喜，不断提高培智生的音乐领悟能力。
（二）有利于增强培智生学习的专注力
在使用打击乐器时需要手脚并用，因此需要更多的专注

和用心，比如，在演奏一首四分钟的歌曲时，培智生至少有
四分钟的时间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然后通过不断练习，不
知不觉拉长曲子的长度，培智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就随着
增加。可见，打击乐器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最明
显的一点就是增强培智生学习的专注力。
（三）增加培智生学习的自信心
打击乐器的学习，需要培智生能够大胆自如地运用自己

的四肢去表现音乐，通过自己不断的尝试及训练，以及老师
的引导和肯定、舞台表现等等，培智生的自信心就慢慢地建
立了起来。
（四）在音乐中找到自我，释放自我
音乐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

打击乐器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让培智生在学
习打击乐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压力释放出来，并且在自
己的音乐世界中感受音乐的魅力与喜悦。

二、培智小学音乐教学中打击乐的教学策略
（一）选择适合培智生的乐曲
在培智生打击乐教学过程，要重视结合适当的乐曲，从

实际分析，可以结合生活实际，选择具有一定激发培智生情
感的乐曲，要重视乐曲的节奏感，要多选择具有一定旋律的
乐曲，以此才能不断提高打击乐教学效率。通过合理的选择
乐曲，能够提高打击乐教学能力，从而切实达到让乐曲更加
动听的核心目的。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培智生对乐器进行敲
击，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感受音乐。

所以，对于培智生来说，在学习打击乐过程，要重视培
养培智生节奏感，尤其在对大班培智生进行教学过程，要结
合培智生实际，可选例如《粉刷匠》这类音乐，这样适合对

大班培智生开展打击乐教学，这首音乐节奏感明显，用三角
铁，铃鼓、碰铃等乐器来伴奏，有利于培智生充分掌握，使
敲击的声音更加悦耳。

除此之外，还可以引入一些民族乐曲，例如维吾尔族、
藏族等民族地区乐曲，其节奏感都十分鲜明，既方便培智生
深入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培智生民族意识。让培智生充分感
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二）自制打击乐器的探索
有效提高培智生打击乐游戏化教学的有效性，其打击这

些师生共同完成的自制打击乐器更加能够吸引培智生，因为
所用材料来自生活中的废物利用，制作过程中有师生间交流
与互动。换句话说，这些自制的打击乐乐器已经不仅仅是一
件乐器，而是师生情感升呈现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提高培
智生打击乐游戏化教学有效性上，一定要重视自制打击乐器。

在实践中，我们教师可以通过引导与示范的形式，组织
培智生参与到打击乐器的制作上。主要是让培智生在参与的
过程中亲身体验乐器的制作过程，从而使培智生和乐器之间
建立起亲密关系。笔者的体会是对于所制作的打击乐器质量
不需要给以太贵的要求，相反更多的要关注培智生的参与过
程和创新行为的保护上。
（三）指导家长有效参与，促进亲子互动
亲子打击乐主要是培智生与家长之间随着音乐的节奏变

化而互动、交流，亲子互动以快乐为主，家长要适时介人，
不受约束，避免培智生在活动过程出现反感、被操控、恐慌，
成为孩子的合作交流者及引导者，在打击乐器同时为厂能更
好地配合对方，使伴奏听起来更动听，除厂会懂得看图谱，
更要关注和倾听其他亲子之间乐器的伴奏，因此，亲子及培
智生之间不仅有分工又有合作，让自己的兴趣服从整体要求，
学习与他人分工合作，从而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培养培智
生良好的合作能力。培智生由于先天上的生理限制，经常会
发生“冲突”与合作的“危机”导致打击乐活动的困难。家
长的加入为培智生的交往、商讨、合作、表现提供了一定的
机会，冲破“危机”，克服困难。

三、结语
综上所述，德育教育在培智生学校音乐教育中，需要发

挥好自身的作用，让培智生在音乐学习中发现和认识生活的
美好，促进培智生综合能力的发展，让培智生有更高的素质
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方媛 . 有感于小学特殊教育之培智音乐教学的分析

［J］. 新课程·小学，2018，（7）：72.
［2］曹玉洁 . 试论打击乐器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运用

［J］. 新课程·上旬，2018，（1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