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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音乐情境教学研究
王　琳

重庆市秀山县官庄街道中心校　重庆　秀山　409999

摘　要：核心素养时代的到来，使得包括小学音乐在内的学科教学面临着核心素养培育的需要。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强调学生

的自主音乐需要、实践能力、情感情境及文化理解。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尽管小学生的认知能力相对薄弱，但是教师对核心

素养要素的追求仍然必须坚持。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往往强调的是学生学会了什么，如“会识谱了”“会唱歌了”“唱

得好听”等，并不关心学生对所唱歌曲的理解程度，使得学生吸收了许多知识，却无法转化为自己拥有的真正的能力。因此，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只有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才能真正转“识”为“智”。文章为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的

情境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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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创设教学指教师依据教学内容为学生创建适合学生

的、以落实教学目标为目的且能够令学生产生一定情感反应

的学习环境，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动性并令其能

够更容易获取知识。将情境创设法应用于小学音乐课堂中能够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令学生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因此对

其进行研究具有切实而深远的意义。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开展情

境化教学要求教师主动且积极地创建真正适合学生的、互动性

较强的学习环境，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

生的音乐审美，以此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音乐知识体系。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情境教学的重要性

情境教学追求的是让学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有身临其

境的情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感性认

识，还可以让学生生成理性认识。从教学实施的角度来看，

情境式的教学可以让小学生以主人公的身份参与到教学过程

中，使教师更好地把握其心理特点和现阶段教学模式的不足。

教师要采取必要手段改进教学模式，提升音乐教学质量，进

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音乐学科学习过程中的情境，与其他学科的情境有所不

同。音乐学科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听觉通道接收信息的，音乐

学习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的音乐需要得到满足。从这个角度来

看，音乐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直接参与情境的过程。而情境

本身并不直接让学生生成经验，没有一定的经验支撑，学习

是很难发生的。因此，情境教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让学

生的情境，具有明确的学习指向性，也就是说，可以让学生

认识到参与音乐情境是为了促进自己的音乐学习的。学生在

音乐学习的过程中，既需要积累基本的音乐基础知识，又需

要掌握一定的音乐表达技巧，形成音乐鉴赏的能力，生成与

文化相关的音乐认识。这些能力与认识的形成，仅凭自然的

情境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情境教学来实现。从核心素养培

育的角度来看，学生自主音乐需要的激活，学生音乐实践能

力的培养，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生成情感情境及文化理解，

应当是在学生情境的基础上，教师施加积极干预的结果，而

这实际上也就是情境教学。由此可见，对于小学音乐教学来

说，情境教学就是核心素养落地的有效途径。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情境教学策略

（一）继承传统智慧，促进人本课堂发展

从教学传统的角度来看，一些经过历史沉淀形成的教学

方法，以及这些教学方法中所隐含的智慧，仍然需要继承。从

核心素养培育的角度来看，基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要素落地的

需要，发掘传统音乐教学法的优点，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

必要的创新。比如，奥尔夫教学法是当今世界最著名、影响最

广泛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这种教学方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

着广泛的运用，它主张音乐教育应该诉诸感性，回归人本。从

这一角度来看当前的小学音乐课堂，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些

教学思想灌输化、教学内容专业化和教学方式“乐谱化”的问

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育。而将奥尔夫教学法真正运用到实处，就可以进行有效的突

破，如通过音画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游戏教学提高

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参与度，通过故事教学加深学生对音乐的

理解，通过分组比赛激发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创造力等。

小学音乐人教版教材中有《牧童》这样的歌曲，绝大多

数小学生并没有与之相关的直接情境，教师可以借助现代教

学手段去创设相应的情境，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牧童到哪儿去了》《放牛歌》等

歌曲，让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产生共鸣，从而促进学生理解。

这个过程中，情境教学主要体现在乐器的使用上。在这组歌

曲播放和学习的过程中，用锣、鼓、镲进行伴奏，让学生通

过敲击三角铁的方法来进行伴奏，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思路。

对于小学生而言，敲击三角铁是一个直接的情境过程，其背

后对应的认知是学生对音乐节奏的把握，对音乐的感受等。

只有学生把握准了歌曲的节奏，感受到音乐演绎的关键，那

在敲击三角铁的时候，才能有正确的频率、正确的角度。

在实际情境的过程中，经历不足是正常的。比如学生一

开始敲击三角铁的时候，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三角铁本身，于

是敲击的时候容易忽视歌曲的节奏，也就谈不上对歌曲韵律

的感受了。这个时候教师不要急于改变学生，可以让学生用

一两分钟去释放自己的兴趣，然后给学生示范正确的三角铁

敲击方法。学生听着音乐，一边看着教师敲击三角铁的动作，

一边感受节奏，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操作“纯粹只是好

玩，而不是音乐”。这样的认识，意味着学生的情境向前迈进

了一步，也意味着学生自主音乐学习的需要产生了，学生也

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音乐感知的能力，并且生成情感情境，

从而实现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

（二）利用游戏情境，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游戏情境是小学生最乐于接受、效果最好的一类课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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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它的应用对于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性具

有绝对的效果。无论何种游戏，只要能够为学生带来乐趣，

其效果便堪称显著，目前效果比较良好的游戏情境主要包括

“歌曲表演”与“听歌识曲”等。

例如，本校某教师曾经依据《顽皮的小杜鹃》这一歌曲

设计了相应的表演内容，首先通过多媒体设备播放了歌曲中

出现的小杜鹃的视频，但这些视频都是无声的，随后该教师

要求学生自行模仿小杜鹃叫声为视频配音，紧接着再播放

《杜鹃圆舞曲》的歌曲，令学生根据歌曲说出歌曲有先前视频

中出现的哪几种杜鹃。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通过声音

表演完成了对歌曲的感知，同时课堂气氛也得到了有效活跃。

再如，本校某教师在学期末时在利用音乐课堂时间在班级内

开展了“听歌识曲”活动，即由教师对学期内听过、唱过的

所有歌曲进行汇总，并利用音频处理工具截取了其中的片段，

随后将学生分为三组，采用抢答的形式对听到的歌曲片段进

行歌名猜测，答对的小组可以获得糖果等奖励。通过这样的

方式，不仅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得到了充分激发，同时

还增强了课堂的互动性、对过去学过的歌曲完成了复习，在

轻松、快乐的学习气氛中达到了教学目的。

（三）构建对话情境，提升学生体验

对话情境是一种比较强调互动性的情境，它的优势在于

能够以故事性的形式将学生带入教学中，形成有效的课堂引

导，增强学生的模仿能力与想象力，同时还能够将部分德育

内容融入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提升。对话

情境主要存在“提问”“肢体与表情”表演等几种形式，教师

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对话情境。

例如，在《两只小山羊》教学前，可以创设相应的对话

情境，在课堂导入阶段引入对话互动，如“同学们平时都看

什么动画片？”学生多会积极回答自己平时常看的动画片，

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西游记》《海绵宝宝》等。此时教师

可以继续询问学生问题：“既然你们经常看这些动画片，那么

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看的动画片通过对话模仿一个跟动画片中

的人物相关的场景吗？”学生两人一组，很快便决定好表演

内容，继而教师便可以挑选几组学生上台来进行对话表演。

当学生表演完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对话后，教师便可以随后开

始综合表演——《两只小山羊》。紧接着，教师可以通过提问

的形式引导学生感受歌曲中的情感，比较这种情感与先前上

台表演的学生有什么不同。通过这样的方法，学生不仅增强

了自身的音乐感受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会因此而得到增

强，这都是音乐核心素养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对于学生而言

可谓大有裨益。

（四）利用真实情境，加强学生感悟

除了游戏情境与对话情境外，真实情境也是情境创设法

中比较重要且有效的一类情境。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工具或

讲述创设与音乐相关的真实情境，以此实现学生视野的开阔，

令学生真正情境到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

例如，在听赏《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时，可以通过多

媒体向学生分享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的真实情境，

如“班级内某小组学生在大扫除的时候分到了擦窗户的工作，

富人家的孩子在家基本上都是娇生惯养，擦玻璃嫌脏，擦的

效果很差；而穷人家的孩子很积极，擦拭得又快又干净”。通

过该类真实情境的创设，学生能够立刻开始联想，在后续的

歌曲学习中认真感受歌曲所表达的道理，实现课堂与情感、

道德素养的联系，令音乐课堂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之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音乐教师应当积极采用情境教学，尤其

要瞄准核心素养培育的目标去设计并实施情境教学，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才能让核心素养的

落地更具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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