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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正是塑造学生性情的重要阶段，而且小学生在这个时候都比较活泼，他们可以去心无旁骛的学习。吸引小学生想要学习的想法
很简单，尤其是在音体美这样的课堂上。他们都比较喜欢做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音乐游戏应用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通过游戏提高小
学生对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觉得学习音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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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音乐能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多孩子有很

强的某种天赋，但是很多老师和家长都会认为孩子就应该只需要好好学

习考试知识，然后考出好成绩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有出路。其实这种传统

的思想是很片面的，而且会隐藏很多孩子的某种天赋。那么我们将音乐

游戏应用到小学课堂教学中，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挖掘

学生的天赋。 

1 应用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作用 
1.1 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小学生往往精力比较充沛，他们年龄较小，玩心较大。而课堂一节

课的时间一般都是 40 分钟，很多小学生无法做到一节课都认真听讲，他

们容易分散注意力，那我们就应该迎合小学生的这个特点去做出改变。

音乐老师在上课时可以和学生一起做一些互动游戏，先调动小学生的热

情，然后再步步引导，通过游戏让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 

1.2 通过音乐游戏鼓励学生多参加学习活动 

有很多学生受自身生长环境的影响，他们会比较腼腆，不爱说话，

那么这样的学生就不能及时主动的发表出自己的问题，老师也不能及时

的帮助他们解决。而音乐游戏本身就很符合小学生这个年龄的一些性格

特点，音乐老师可以结合音乐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让那些

腼腆的学生大胆的加入进来，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上音乐，让音乐伴随着

他们的成长，这样也能完成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目标。 

2 音乐游戏在应用中的具体方法 
2.1 首先引导学生参与音乐游戏 

无论老师想到的音乐游戏是多么的有趣，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那

么这个音乐游戏就不能体现它的价值。想要音乐游戏发挥作用，就必须

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音乐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诱导，先让他们了解

到这个音乐游戏是多么的有趣，也可以告诉他们音乐老师举办音乐游戏

的目的。既然举行了音乐游戏，那在游戏中就可以存在胜负，给学生规

定好惩罚和奖励，老师可以多多进行奖励，较少的进行惩罚。这样会鼓

励到更多的学生在下一次举办音乐活动时积极参加。之所以举办音乐游

戏，是因为通过游戏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学习音乐

知识有很大的帮助。 

2.2 举行游戏竞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都有一定的好胜

心，而小学生的好胜心更强烈。那我们就可以抓住小学生的这个年龄特

点，通过举办音乐游戏竞赛，让学生自主学习音乐知识。而且学生在准

备参加竞赛时，他们会彼此之间进行讨论交流，每个人会说出自己的想

法，自己记忆音乐知识的方法，增加了他们自身的知识。 

2.3 利用综合音乐游戏进行课堂教学 

这种所说的综合音乐游戏，重点就是综合。可以选择不同玩法的游

戏，让学生能全面融入游戏当中，体验到通过音乐游戏来学习音乐的快

乐。而且这种综合音乐游戏教学法还是很新颖独特的，平常我们在玩游

戏时，如果玩一个游戏，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很厌烦，然后我们就去换另

外一个游戏玩，但是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再去玩之前玩的那个游戏就会觉

得也很有意思了。综合音乐游戏和这运用的是同一个原理，就是游戏不

那么单一。给学生带来更高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更愿意参与到音乐游戏

当中。 

3 音乐游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必要性 
3.1 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音乐教学有很多方法，根据传统的教学方法来看，很多都比较死板

枯燥，无法让学生很好的理解音乐这一抽象概念，还容易让学生产生抵

触心理。针对小学生这个特殊群体来说，他们年纪较小，性格活泼爱动，

如果在教学中加入音乐游戏，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起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生一听到游戏两个字就会十分激动兴奋，然后他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会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游戏当中，快乐的玩耍当中也掌握到了音乐知识。 

3.2 释放小学生的学习天性 

如果一味按照传统教学方法，遵循家长和老师的传统思想观念，那

么小学生在他应该活泼玩耍的年龄就会变得思想古板没有创意，这对他

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就是老师将音

乐原理告诉学生让他们记下来，那些需要掌握的内容，然后选取歌曲对

学生进行领唱。小学生本来就坐不住，他们活泼爱动，但是还要面对一

些生硬死板的音符和文字，那这样的教学效果就事倍功半。 

4 应用音乐游戏的困难 
4.1 极大地考验了教师的能力 

想一个游戏很简单，但是如果想一个能在课堂中让学生积极参加，

而且还能帮助学生学习的游戏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

用音乐游戏，老师需要全面考虑利弊，而且还需要对音乐游戏进行经常

性的换更，更大程度的让学生对音乐游戏保持新鲜感，不那么过分的降

低学生的参加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了教师创新的能力，也增加了

音乐教师的工作压力。 

4.2 学生的配合程度不够 

小学生年纪较小，并不能完全明白老师进行音乐游戏的目的。他们

往往只抓住了游戏这两个词，而忽略了要在游戏中学习知识的目的。因

此他们就只是单纯的玩游戏，然后快乐的浪费掉音乐课的时间，那么这

样老师的准备工作就是白费了。针对这种情况，老师就需要在课前向学

生讲明白这节课做音乐游戏的目的，给他们规定做音乐游戏必须完成的

目标。这样学生在做游戏的时候就不会完全忽视重点，也就达到了老师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用音乐游戏的目的地，学生掌握了知识也收获了快

乐，而且增加了学生对学习音乐知识的兴趣。 

5 结束语 

游戏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力，学习在很多学生看来是一件很枯燥无味

的事情。那我想要学习变得有趣，我们就可以加入有趣的东西。尤其是

像音乐这样比较抽象的学科，更应该加入一些东西，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音乐本身。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用音乐游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记忆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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