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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贯彻知行合一理念
谭小梅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金禧小学　512600

摘　要：素质教育主题的当下，实践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想对于改革教师教学模式、改变学生学习方法和革新考

核方式有着特殊意义和作用。小学音乐教学是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综合素质的主要课程之一，本文就如何通过做游戏、小

组活动等形式，进一步探索将“知行合一”渗透到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有效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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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how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Tan Xiao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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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urrent theme of quality education，the practice of Tao Xingzhi’s teaching idea of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doing”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effect on reforming teachers’ teaching mode，changing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and reforming 
assessment methods.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for students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further explore effective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infiltrat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o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through games and group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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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视角下，小学音乐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
教学体系，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形式具有可变性及多
元化的特点，整体教学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在教学过程中可
融入更多的实践操作，如游戏活动、小组活动、实践操作等，
以增加教学课程的趣味性及课程内容的表达张力，从而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基础音乐素养和对音乐的鉴赏能力。

一、“知行合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意义及作用
（一）激发共鸣，乐在其中

音乐教学不用于其他学科教学，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及延
展性，其课堂形式具有可变性及多元化的特点，更容易将

“知行合一”结合其中。而在“知行合一”的视角下，音乐游
戏教学不再是简单的教学，需要教师去制定相应的目标及任
务。比如通过模拟场景、音乐游戏或者小组合作等方式，将
抽象的音乐转化成为具象的动作或者是情绪，不仅仅可以活
跃课堂氛围，同时可以增加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接受度。通过
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的创设有效地发起学生的共鸣度，从而
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学生通过“知行合
一”更好地掌握音乐知识，激发学生音乐表演的兴趣以及音
乐鉴赏的综合能力。

（二）丰富形式，掌握知识

作为开放性较强的小学音乐教学，课堂形式往往并不会局
限于书本之中。在“知行合一”的视角下，可以运用音乐小游
戏或是音乐的场景模拟，将枯燥的音乐知识学习转换为趣味性
较强的课堂活动形式的丰富教学内容。音乐课堂教学的根本目
的是将更多、更好的音乐知识向学生成功传授，而在小学生的
年龄局限下，很难对抽象的音乐知识进行把握与理解。因此，

“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可通过模拟生活

场景，设计音乐游戏等趣味性的较强的游戏方式将知识呈现出
来，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们学习音乐知识的兴趣。

（三）提升素养，促进发展

通过“知行合一”的视角下，学生往往可以理解并掌握
更多的音乐知识，一方面提升了音乐知识的学习效率，对于
课本知识的吸收有显著的提升；另一方面提升了小学生的人
际交往与协作的能力，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义。例如《小花猫和小老鼠》这首歌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让学生戴上自制的猫或老鼠的头饰，跟着歌曲进行情景表演。
让学生融入课堂学习之中，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
的动手能力及协作能力；在完成游戏的同时，也教会他们学
习规则、遵守规则、尊重规则；同时学生也将最大程度地掌
握这首歌曲的学习。

（四）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新课改的号召下，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全面发展都在
教育改革的目标范畴中，素质教育的目的也更着眼于培养学
生的全面发展上。游戏化的音乐教育模式不仅拓宽了教育的
类型及方式，也让学生在寓教于乐的教学模式中加深对音乐
的认识及理解，培养起基础的音乐技能，加深审美感受，提
高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这些精神上的帮助对于学生
后期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不仅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拓宽潜在发展的可能性，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引领着他们日后
走向更远的路。

二、“知行合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一）通过情景创设增加学生的音乐代入感

情景表演再现是小学音乐教学中最较为常见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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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表演作为表现形式，一方
面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也
增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在“知行合一”的视角下，
因为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所以具有
在课堂中还原现实情景的可操作性。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充
分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对音乐内容的分析与总结发现一些现
实生活中的相近情景，通过情景设置鼓励学生表演或者进行
编创，增加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代入感，主动参与到其中。
例如，在声势游戏《模仿下雨天》的学习中，通过不断地变
化拍手，如两个手指拍打掌心表示小雨，四根手指拍打掌心
表示中雨，掌心与掌心拍打表示大雨，跺脚加上掌心与掌心
拍打表示雷暴雨，模拟雨强的变化。简简单单的拍手游戏却
让学生生动形象地感受到节拍渐强减弱以及渐快减慢的对比。

（二）通过游戏活动增加音乐学习的趣味性

在歌曲《布谷鸟》的学习中，因为此歌曲为四四拍，所
以教师准备四个空盘子，并分别定义不同状态下的盘子。空
盘子定义为空拍，不予以动作；放一个橘子的盘子里代表一
个四分音符，予以动作拍一下手；放两个橘子的盘子代表八
分音符，予以动作拍两下手；放一个苹果代表带重音的四分
音符，予以动作拍一下腿。歌曲开始前，教师先带领学生感
受音乐，依次在第四个盘子里加入一个橘子；再在每个盘子
加入一个橘子；再在第二个第四个盘子里加入两个橘子，再
把两个橘子的盘子替换成苹果，引导学生按照不同盘子的状
态进行具体动作。学生不仅学习了如何区分四分音符及八分
音符，还锻炼了反应能力，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

（三）音乐特征式游戏，加强教学趣味

音乐教学中，节奏是学生必须接触的内容，也是必须掌
握的内容。如果将音乐比喻成一个完整的人类有机体，节奏
便是组成这个有机体的基本骨骼框架。节奏训练中，教师也
可应用游戏。例如，学习 4 分音符、8 分音符、16 分音符时，
教师可根据音符节奏的变动将其替换为走、慢跑与快跑，要
求学生跟随音符的变化做出不同的身体律动，将抽象的节奏
姿势以直观的肢体动态展现出来，便于学生感受和理解。

（四）关注音乐理论知识，以游戏促进学生进步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艺术教育，音乐理论知识教学逐渐
被教师所重视。在教孩子五线谱时，孩子们总是记不住五线
谱，怎么办呢。教师拿出橡皮筋，让孩子们玩“跳皮筋”的
游戏。唱到哪个音，孩子们就跳到哪个音上或者间里。孩子
们边玩边唱边记，很快就记住了五线谱的位置，在视唱的时
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将游戏引入音乐教学，教师也
要注意不能“喧宾夺主”，明确游戏只是音乐教学的一种手
段，教师要利用音乐游戏的游戏性、趣味性，设计适合学生
的节奏训练游戏、音准训练游戏等，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感
受力、表现力与创造力。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学生可以利用
多种渠道接受音乐信息，传统单一化的音乐教学手段已经不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而音乐游戏的参与，不仅能让学生更好
地掌握音乐节奏与旋律，还能让学生在与音乐的互动中，增
强音乐表现力，提高创新能力。

（五）小组合作式游戏，丰富学生体验

小学生对未知的事物会产生较高的了解欲望，并且对一
些比较生动、有趣的形式也会产生较高的了解动力。所以在
小学音乐课堂上，教师应适当调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
的比例，尽可能多的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为学生解释一些理论
知识，以更具趣味的形式吸引学生的学习意识，使之可以掌

握更多乐理。教师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式的游戏，提高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使学生产生丰富的学习认识和体验，加深感受
与理解，让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更好地感受音乐所传递的情绪，
并强化自身的理解能力、合作能力，使学生进一步形成音乐
素养。例如，为学生介绍一些音乐名家如贝多芬，莫扎特等，
如果单纯地按照理论教学的方式为学生介绍与这些音乐家有关
的文字性故事，学生很容易在被动的学习中产生较强的抵触情
绪，但如果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发选择一名音乐家
共同调查与之相关的信息，然后在课堂上通过扮演小老师的方
式为其他小组的同学介绍与音乐家有关的内容，则能提高教学
效率。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压力会有所缓解，自身
会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并且，在彼此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学
生的视野也会越来越开阔，思维会越来越活跃。此外，教师可
将不同的音乐家写在小纸片上打混，要求学生抽签。抽到签的
学生需要根据上面音乐家的名字，尽可能地描述与之相关的
信息，其他小组同学猜测该名音乐家是哪一位，正确回答的
学生可得一分。游戏结束后，分数最高的小组可获得小奖励，
这一方式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丰富其学习感受。

（六）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组织游戏化竞赛教学

在现代小学音乐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关键价值
极为突出，对于推进音乐游戏的组织实施，强化音乐课堂教
学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应立足实际，根据学生的不同
学力特点、不同的思维习惯等客观条件，将全班学生划分为
若干合作小组，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在音乐游戏组织
实施过程中，教师则可将小组作为基本教学单元，在组内开
展游戏化教学，并设计相应的音乐教学问题，让小组成员讨
论交流后得出答案。比如，在京剧脸谱等内容教学中，教师
可首先向学生讲解脸谱的种类，使学生对其中的线条、色彩、
样纹、图案等有所了解，然后组织游戏化竞赛，激发小组之
间的竞争欲望，使每个小组参照样品自己动手绘制脸谱，同
步培养学生想象力，最后在小组间进行优秀脸谱评选。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知行合一”的视角下，小学音乐教学不

再仅仅是一门基础素质教育中的副课，它是学生提升个人艺
术修养，音乐品味的奠基石，更是学生锻炼自我，提升个人
素质的磨刀石。“知行合一”的小学音乐教学方式与小学生的
心理特点相贴合，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并对
学生的音乐知识理解具有很强的提高作用，是符合新时代，
新理念的教学方式，值得教师在日常教学之中贯彻落实，对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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