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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对音乐学习兴趣较低，导致
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质量偏低，不利于学生音乐素养培养。为提高音乐教学效率，结合小学生
特点引入音乐游戏教学法效果明显，通过创设情景游戏、音准游戏、个性化游戏等游戏方式，
能提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综合培养学音乐素养。多样化小学音乐课教学模式，能为学
生营造充满活力、具有创意的音乐学习环境，为小学音乐教学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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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游戏教学法是

一种具有个性化的创新性教学模式，利用寓

教于乐的方式，能让音乐课堂更加丰富有趣。

基于小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重等特点，在

音乐课堂中引入音乐教学模式，能丰富教学

内容，增加课堂趣味性，使原本单一、枯燥

的音乐课堂变得生动有趣。音乐游戏教学方

法应用还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音

乐核心素养，在音乐游戏教学中，学生通过

唱、跳、听、演等方式共同参与到音乐课堂

学习中，让学生更好学习音乐技能，提高自

我表现能力，使学生创新性、实践能力得到

提升，为今后深入学习音乐知识奠定良好基

础。

2.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教学中具有重要

应用意义。第一，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热情。

通过引入音乐游戏教学法，能丰富音乐教学

模式，活跃教学氛围，提高学生课堂学习参

与度、积极性以及音乐学习兴趣。第二，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在音乐游戏互

动中，需要学生主动结合音乐课所学知识发

挥想象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锻炼

学生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使学生

创造力提升。第三，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应用音乐游戏教学模式，在音乐课堂教学中

融入各种音乐游戏，能让学生在游戏互动中

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共情能力，

使学生对音乐有自己的理解。第四，帮助学

生形成团队协作意识。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游

戏，需要彼此配合，潜移默化增强学生团队

协作能力，使学生集体荣誉感得到提升[1]。

3.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打造情景表演游戏氛围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为学生创设音乐教

学情景，打造情景游戏氛围，通过角色扮演、

创编故事等方式，将音乐学习内容转化为具

体情景，让学生在情景表演中学习音乐知识。

例如在小学一年级“小小音乐剧之两只老虎

与小兔乖乖”一课教学中，教师结合《两只

老虎》内容，准备学习道具，让学生通过角

色扮演的方式，演绎歌曲内容，提高学生参

与度和对歌词的理解。比如在《两只老虎》

一首歌中，教师鼓励学生动手制作装扮老虎

道具，结合歌词中提到的“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进行装扮，让学生以同桌两

人为学习小组相互装扮歌词中提到的两只老

虎，在此情景氛围中理解歌词意思以及熟悉

掌握《两只老虎》的歌词内容。为进一步增

强课堂教学趣味性以及互动性，教师可以让

学生评选做的最像歌词中提到的两只老虎的

造型，为学生营造竞争的音乐学习氛围，提

高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
[2]
。

3.2 结合教材进行音准游戏

音准和节奏是小学音乐教学的核心内容，

对提高学生音乐素养、音乐理解能力、音乐

表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中，结合具

体教学内容，开展音准、节奏教学能帮助学

生更好掌握音乐的音调和节奏感，提升学生

音乐素养。例如在具体教学中，教师结合课

本教学内容，设计各种有趣的音准游戏和节

奏游戏。在音准游戏中，结合三年级上册“欣

赏之哆来咪”一课中，教师设计音阶接力游

戏，轮流让学生通过观察教师“手势音阶”

快速唱出音乐名，教师比划“sol”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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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接唱“sol”，通过音准游戏能强化学生

对音准技巧的掌握能力，丰富课堂形式。在

节奏游戏中，通过拍手打节拍的方式，以接

龙的形式，让每个小组学生表示一个节拍，

共同表演一首曲目，并进行节拍接龙，形成

完整的一段节拍，有效锻炼学生节奏感，增

强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3]
。

3.3 实施个性音乐教学游戏

个性化音乐教学主要是基于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性格特征等，为学生设计具有针对性

的教学方案。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学生

表现出的音乐学习能力、音乐天赋、音乐兴

趣和优势各有不同。教师在教学中应以学生

为教学中心，遵循因材施教教学原则，仔细

留心观察每位学生特点和音乐偏好，为学生

制定适合自己的音乐学生模式，为其打造更

具有个性化的音乐教学游戏。例如对于性格

外向，喜好唱歌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大合唱

方式对学生来说较为单调、枯燥，无法展现

学生的音乐才能，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融入游

戏内容，通过举办歌唱比赛等游戏，鼓励学

生到讲台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进行演绎，

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对于内向学生，

为提高学生参与度，教师可以采用大合唱等

方式，鼓励学生跟随集体进行音乐演唱。对

于对乐器具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以设

计乐器合奏游戏，结合三年级上册《小乐队》

一章节内容，鼓励学生自制小乐器，并利用

小乐器演唱《我是小小音乐家》，演奏完毕后

由其他学生做评委，点评学生乐器制作特点

以及整个演唱表现，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和总结
[4]
。

3.4 利用实物开展感知游戏

在创设音乐游戏中，利用实物进行感知

游戏实际上是通过采用具体的物品，引导学

生进行音乐感知活动和学习，通过创设音乐

感知游戏，能让学生将抽象的音乐知识变得

形象具体，为学生生动展示音乐学习中复杂、

抽象的知识点，提升学生音乐感知能力。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利用各种乐器、制作音乐

符号卡片等，设计丰富的游戏。例如为使学

生更好了解不同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方式，教

师利用音乐教室中现有的音乐器材，开展音

乐器材游戏课，让学生亲自触摸乐器，鼓励

学生尝试演奏不同的乐器，直观感受不同乐

器的音色和音调，加深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

趣和乐器的了解。比如在二年级上册“击鼓

传花”活动中，鼓励学生利用塑料瓶、纸杯、

纸盒等制作不同材料的鼓，通过“击鼓传花”

游戏展示自己所自做的鼓，并帮助学生通过

敲击鼓面学会分辨音色。在根据歌曲的节奏，

开展“听鼓声踏步”的音乐游戏，大鼓声表

示强拍，小鼓声表示弱拍，学生通过分辨教

室击打鼓面的声音，辨别强拍还是弱拍，通

过跺脚或者拍手方式感受节奏变化，使学生

音乐感知能力得到提升[5]。

3.5 聆听音乐引入情感游戏

开展音乐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对音乐作

品理解能力，还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

自我表达、感受音乐内在情感的平台。在教

学中，教师通过借助情感游戏，让学生聆听

音乐，将情感、情绪与音乐融合，引导学生

更加深入探索音乐内在世界，使学生感受音

乐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在创设音乐情感游戏

时，教师需要慎重选择作品内容，以挑选情

感丰富、旋律优美的音乐作品为主，比如选

择古典音乐感受音乐中的悲怆、凄凉感，选

择民族音乐感受欢快的氛围，这些作品更容

易激发学生情感，为音乐教学奠定基础。在

五年级上册《上去高山望平川》一课中，教

师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让学生通过闭

目聆听的方式，想象《上去高山望平川》歌

词内容，通过画面联想等方式，让学生在音

乐聆听和想象过程中感受歌曲情感变化，提

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自

我情感表达能力
[6-7]

。通过该教学措施，可以

促使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直观

的对音乐中潜在的情感进行体会，对于综合

保障小学音乐教学的效率具备有重要意义，

更可以增加学生对音乐学习积极性。

4.总结

综上所述，传统小学音乐教学模式忽略

学生学习主体重要性，在教学中更加重视知

识传授及技能培养，忽略学生对音乐学习兴

趣、情感态度体验，容易导致学生产生抵触

情绪。通过引入音乐游戏教学模式，为学生

打造情景表演游戏氛围，结合教材进行音准

游戏，实施个性音乐教学游戏，利用实物开

展感知游戏，聆听音乐引入情感游戏以及借

助多媒体丰富游戏内容等方式，激发学生学

习音乐热情，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培养学生音乐学科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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