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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也是全面提升学生素养的阶段。音乐作为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学科，在小学阶段尤其应该

打好基础。然而，目前音乐教学仍然存在学生积极性不强、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导致学生积极性较低的因素，然后总结了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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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音乐缺乏兴趣，即使教师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教学

效果，这也显现出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对于教师来说，一定要

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采取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方法，真正实现

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 

1 当前教学中影响学生积极性的因素 

在我国，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虽然音乐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然而教学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教师非常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

授，学生的实际需求得到教师的全面考虑。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的

模式让学生学起来比较被动，只能依照教师的安排按部就班的学习，缺

少自主探究的空间，因此学习的积极性自然就不高。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学以致用才是教学的落脚点，单纯的知识

传授是很难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的，只有实践才能切实改善教学效

果。对于教师来说，应该认识到当前教学手段的弊端，结合学生需求和

教学目标革新教学观念和方法，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感受学习音乐的乐趣和成就感。 

2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方法 

2.1 让学生切实感受到音乐美 

音乐是一门艺术，有着节奏美、韵律美、内涵美、情感美，而教师

就应该是音乐美的传递者，引领者学生在音乐的森林中畅游。在教学中，

教师微笑的面庞、清晰的话语以及动听的音乐旋律，都让学生感受到了

美的气息。教师应该充分挖掘音乐中的美的元素，通过适当的解读来引

发学生的共鸣，运用形式丰富的教学手段给学生创造鉴赏音乐美的机会。 

例如在《请来看看我们的村庄》这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先给学生播

放了音乐片段，让学生听一听这首音乐里都有哪些哪些动物的叫声。学

生们有的说小狗在汪汪叫，有的说小猪在哼哼哼。然后教师播放了一段

农村优美景色的短视频，对学生说：“看到这么漂亮的村落，看到活泼可

爱的小动物，我真的想唱一唱歌啊！”随后教师示范演唱这首乐曲。学生

们被优美的视频和教师欢快的歌声吸引了，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涨，心情

轻松愉快，教师随后带着学生演唱歌曲的前半段，并让学生顺着教师的

节拍模仿几种动物的叫声，然后学生试着演唱后半段歌曲。最后，教师

可以让全班学生随着音乐共同唱歌、跳舞，课堂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在上述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视频、音乐等素材让学生感受到了村

庄的美、音乐的美。可以看到，在整节课中，学生都会觉得很有意思，

学习兴趣很高，并且会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师组织的活动，课堂氛围比较

活跃。显然，相比传统教学先欣赏后教学的模式，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取

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2.2 运用音乐游戏激发学生的兴趣 

对于活泼好动的小学生来说，内容丰富的游戏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活

动形式，将音乐教学和游戏结合起来，是非常符合小学生的性格和认知

特点的。在游戏中学习音乐，在音乐中享受游戏的乐趣，对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非常有利。例如在《红眼睛，绿眼睛》这节课的教学中，这

首音乐是让学生了解如何去遵守交通规则，这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就可以用游戏去表现。教师可以组织“我是遵守规则的小学生”游戏，

教师扮演交警，学生扮演路人。伴随着《红眼睛，绿眼睛》活泼欢快的

音乐声，教师随机出示代表红绿灯的不同颜色的卡片，如果学生没有“遵

守”交通规则，就要唱一首儿歌作为惩罚。在游戏中，学生欣赏了音乐，

又了解了基本的交通规则常识，学生们的兴趣都很高，对音乐的理解也

深入了一个层次。这样的教学方式，既达到了智育的目的也实现了德育

的目标。 

2.3 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教师应该认识到，学生始终是教学的主体，因此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能够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节

课上，教师事先收集了一些歌颂祖国的歌曲，让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唱歌、

舞蹈、演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课堂氛围比

较活跃。此时有一个学生提出，过几天就是圣诞节，自己也想学一学很

好听的《铃儿响叮当》。这名学生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学生的附和，很多学

生都表示自己想学一学这首歌。教师了解到学生的需求后，在教授完《我

们的祖国是花园》之后，就可以继续让学生学习《铃儿响叮当》这首歌。

这两首歌学生们学习的速度都很快，因为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学习

完后，教师还让学生试着说一说中外节日文化的不同之处，学生们都畅

所欲言，因为节假日是他们非常喜爱的，学习的兴致自然就很高。可见，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的音乐技能，对于拓展

学生眼界也很有帮助。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生兴趣对于提高音乐教学质量来说是关键因素之一，

教师应该转变观念，采取更多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激发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促进学生音乐综合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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