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忽视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发展。

新课改要求学生全面发展，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大对学生的培养力度。在传统的教学中，学生

对音乐这一科目重视程度不高，往往抱着娱乐的心态学习。这种认知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非常不

利，因此教师要改变学生的这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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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游戏活跃课堂氛围

游戏一直以来被定义为活跃气氛的存在，在教学

中引用游戏环节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还可以让学生在

游戏中感悟知识的真谛。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游戏

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其不在课上开小差。游戏

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娱乐活动，因人们的生活需要而

产生，慢慢地被引用到教学中。在课堂上教师适当地

引用游戏，为学生创造一个合适的游戏氛围，可以更

好地让学生融入课堂。正确的、有意义的游戏可以适

当地开发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创造性。适当的游

戏可以增强学生大脑的灵敏度，但过度的游戏对小学

生而言是有害的，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做游戏的同

时也要给学生灌输这种思想。

例如，给学生讲解《玩具兵进行曲》，在欣赏乐曲

的第一部分时，笔者让学生猜测玩具兵在干什么，然

如何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
实施快乐教学

顾  颖

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模仿玩具兵的动作。小学生都喜欢

表现自己，一部分学生的表演吸引了全班学生的注意

力。在欣赏完第三部分时，笔者让两个学生为一组，

进行小组形式的比赛，看哪组的步伐更加协调，利用

小学生好胜心强的特点，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

对音乐的理解。整个课堂以游戏的方式抓住学生的心，

使学生在游戏中集中注意力，在游戏中体验课堂中的

乐趣。

二、 趣味导入营造轻松学习环境

小学生自制力较差，在上课伊始还停留在课间状

态，对学习的状态也很难调整回来，如在课堂的开始

教师不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效率

就会不高，学生此时的状态很难和教师产生心灵上的

沟通。课前导入就犹如一道靓丽的分割线，是从课下

到课上的一个过渡阶段。不仅如此，课前导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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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诱导学生

将课下的兴奋点转移到课上，对教师的讲课内容也能

吸收得更好。精彩的课前导入可以让学生有如沐春风

的感觉，如饮甘露，让学生感受到课堂上的轻松氛围。

在课前导入的过程中，教师富有感情的嗓音、漂亮

的板书或一幅诱人的图画、一首悦耳的乐曲等，都可

以让学生感受到课堂上愉快的氛围，激发学生听课的

兴趣。

在讲解《捏面人》时，一开始可以利用学生已

经熟知的 民 谣：“ 一 闪 一 闪 亮 晶 晶， 满 天 都 是 小 星

星”“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摇摇摇，

摇到外婆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学生在课间的

兴奋点拉回到课堂上。还可以找两根绳子和学生进行

拉大锯的游戏，由此引出学生要欣赏的《拉大锯》民

谣。然后在多媒体上展示一张老爷爷捏面人的图片，

老爷爷捏的是西游记里的人物，然后教师让学生对西

游记的人物以及老爷爷捏出来的面人进行讨论，在学

生讨论得差不多的时候，教师给学生放《捏面人》民

谣，学生听了两遍之后，教师再逐句教学生如何演唱

这首歌谣。通过课前导入的方式将学生成功地引进课

堂，也让学生明确了学习的目标。

三、 创设情境助力知识理解

新课改背景下，要求教师为学生创造一个适当的

情境，可以让学生循着知识产生的脉络精准地掌控学

习内容。在非情境化的教学中，学生接触的是直接的

结论，知识的出现是不在学生预期内的，学生对知识

的接受也就不那么容易。由于不知道知识的来源也不

知道知识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对学生在理解学习内

容方面造成了阻碍。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学生可以

清晰地感知所学知识，清楚地知道这个知识点可以解

决什么样的问题。由于一些知识点难以理解，学生容

易形成厌学心理，通过情境的创设，可以让学生将难

以理解的知识点在情境中加以更好地理解。情境教学

是一个能够让学生产生共鸣的重要教学手段，一旦学

生和知识点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学生对知识

点的掌握就会更加深刻。

例如，在讲解《堆雪人》时，教师可以在开始上

课前说：“同学们，你们心中的冬天是怎样的？”学生

回答：“冬天是白茫茫的一片。”教师：“为什么每个地

方的冬景不一样呢？”学生：“因为每个地方的气候不

一样。”教师：“我们家乡的冬景是什么样的呢？你们

喜欢家乡的冬季的哪一种景色呢？”学生：“冬季的雪

景最美。”教师：“下雪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学生：“溜冰、打雪仗、堆雪人。”在学生回答问题的

时候教师就可以开始通过多媒体设备给学生展示雪人

的图片。教师：“白白胖胖的雪人看上去多可爱呀，你

们下雪的时候堆的雪人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先让我们

来欣赏一下音乐声中堆雪人的乐趣吧。”为学生创造一

个浓厚的情境氛围，能让学生快速地融入课堂，并且

学生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时也可以处在一种轻松的

氛围中，达到让学生在课堂上轻松学习的目的。

四、 设置问题启发学生思维

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课堂上的问题设

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合理地设

置问题是启发学生思维的关键性因素，问题提出的好

坏是评估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

课堂提问这种教学手段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进一步激发学生

的创造性。为了在课堂上将提出的问题达到教学效果

的最大化，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做到精准、得体，以

此将学生引入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在讲解《法国号》时，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歌谱时

可以提问：“有几个乐句？观察前 3 个乐句有什么发

现？观察谱子，哪一句音节的变化最多？”学生依次

回答：“4 个。”“第 1、3 句乐句是完全一样的。”“第 4

句的音节变化最多。”在问完这 3 个简单的问题之后。

教师开始更深层次地提问：“第 4 句的旋律有什么特别

的？”学生回答：“像水波纹一样。”教师：“怎样唱才

能体现出水波纹荡漾的感觉？”让学生自己思考，学

生思考过后再告诉学生要借鉴强弱的规律，然后放音

乐让学生从头到尾再跟着伴奏集体唱一遍，最后再带

领学生用打击乐器为旋律伴奏，先为学生演示一遍，

再让学生自己打击乐器。通过由浅入深的提问，让学

生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再向更深处思考音乐的精髓，

这样的方式学生会更加容易接受，在课堂上也感觉更

加轻松。

总之，要想在上课的时候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氛

围，教师要为之不断地探索。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犹

如一个精彩的舞台，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要给学生营造一

个轻松的氛围，教师在课堂上的情绪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市北蒋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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