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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游戏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钱裔笑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小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音乐在表现力和感染力上相对于其他学科显得更为强烈。因此，在音乐教学中，往往需要

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有效、新颖的教学方式。音乐游戏作为一种发展儿童音乐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受到小学生的普遍

喜爱，有着浓厚的趣味性与实践性，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学习音乐，能够有效提升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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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小学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受到我国考试升学制度的影响，小学音乐教

育在大部分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部分家长和学生对于音乐
并不重视，要改变学生和家长对于音乐教育的偏见，音乐教
育才能发展起来，然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小学音乐教
师采用简单的方法进行教学，教学模式单一，小学音乐课不
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方面没有发挥自
己应有的功能。

大部分的学生对于音乐没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小学生在
形成自我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阶段，如果没有合适的音乐教育
进行辅助，对于学生后天的成长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此外，由于绝大多数小学生在小学之前没有接触比较系统的
音乐教育，所以学生声乐基础比较薄弱，学生要进行乐理方
面的直接学习可能没有足够的兴趣。因此，小学音乐教学的
质量水平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水平，教师拥有什么样的教学观，
直接决定课程质量。

目前，在我国小学音乐课上，教师过于“一刀切”，对所
有的学生都采用同一种教育方式，所取得的教学效果收效甚
微。因此，使用没有特色的教学模式，让课堂能以内容来吸
引学生是非常困难的，原本丰富有趣的教室变得枯燥乏味，
让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自然是空谈。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游戏教学法的运用策略
（一）创设游戏情境
小学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其爱玩、好动的天性。

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教材，充分利用音乐
游戏这一媒介，为学生创设更多与音乐相关的游戏运用到音
乐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在对音乐游戏进行创设时结合学生
兴趣、以及当前他们所喜爱的动画形象等实际情况来创设良
好的音乐情境和氛围，借助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同时
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难易程度。

例如，教师在教授《蜗牛与黄鹏鸟》一课时，为了更好
地帮助学生更加准确地运用音色、节拍去演唱这一歌曲，并
通过自身的肢体语言及表情来更好地表达音乐中蜗牛的精神
和傲慢的黄鹏鸟，可以适当地组织学生开展音乐剧表演，让
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将音乐场景再度显现出来。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可以自觉主动地去选择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这
样更有利于发挥其想象能力，提高其实践能力，与此同时，
在扮演的过程中可以给相应的角色配戴上相应的头饰，运用
相应的音色、语气以及速度等，这样可以更好地将蜗牛和黄
鹏鸟两者完全不同的形象更好地突显出来，让学生在音乐游
戏中既锻炼了表演能力，又收获了音乐知识。
（二）巧用律动游戏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音乐旋律和节拍律

动起来，使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体，让每一位学生用心去聆听、

去感受、去想象、去创造，让学生在音乐游戏中受到美的熏陶。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律动还能充分地发挥学生地想象力，使学
生思维更加活跃，进而更好地激发学生在音乐创造力。

例如，二胡独奏曲《赛马》一课，该乐曲主要是对蒙古
族人民在欢度佳节时，举行赛马活动过程中的热闹、愉快的
场景，并从中反映出蒙古族人民对于草原及生活的热爱。因
该乐曲有三个乐段，教师在开展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
地引导学生结合乐段的不同，通过舞蹈游戏的方式来展开学
习，使音乐的氛围逐渐突显出来，进而为学生营造轻松、愉
快的学习情境，从而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该音乐
作品。如该乐曲中的首段音乐比较热情奔放，从其音符节奏
可以很好地将赛马场上马儿强劲有力奔跑的景象表达出来。
在这一乐段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模仿马的舞
蹈运作，进而让学生以音乐为基础，同时将马儿强劲有力奔
跑的景象表演出来，好似情景再现。
（三）人声模拟游戏
在小学阶段，学生对人声模拟乐器有特殊兴趣，教师以

游戏形式展开教学发动，让学生学习人声模拟，学生会感觉
很好玩，参与学习的热情会更高。教师不妨利用多媒体为学
生播放一些经典口技表演材料，使学生形成崭新的音乐学习
感知和体验。如果有需要，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展开模拟竟
赛活动，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让学生在反复训练中
形成乐感基础。

例如，在教学《欢乐的泼水节》时，教师先为学生做示
范演唱，然后利用多媒体播放歌曲，要求学生跟随视频学唱。
为了让学生对歌曲有更清晰的了解，教师还专门给学生介绍
了傣族乐器：锣、象脚鼓等。学生逐渐熟悉了旋律后，教师
又为学生设计了一个模拟游戏：“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集体演
唱歌曲，再抽出两名同学，模拟傣族乐器锣和象脚鼓，为演
唱伴奏。”演绎任务下达后，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演绎准备之
中。每一个小组经过选拔，挑选了两名同学模拟乐器声音。
因为这个节点带有新意，给更多的学生带来了学习触动，在
选拔时，很多小组都出现了激烈比拼的场面。课堂演绎正式
开始，每一个小组都能够准确表达歌曲内容，特别是模拟乐
器的学生，其表现成了课堂中的亮点。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采取音乐游戏的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到游戏中，通过游戏的方式更
轻松地掌握音乐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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