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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除了给人美的享受外，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幸福能量，作为音乐教师，我们该成为这种能量的播种者，带孩子们在音乐

的殿堂里幸福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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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我一直认为音乐是有幸福能量的，只要我们细

心挖掘，这种幸福能量的传递无处不在。 

1 让学生通过音乐领悟音乐的内在含义 
音乐有着自身神奇的魅力，音乐是我们无形中的“伴儿”，因为有了

这个伴儿，让人感到放松，心情舒畅，对于成长中需要朋友陪伴的孩子们

来说，在音乐的学习学习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成长快乐。教师要智慧的引领

学生在音乐的学习中去感悟，学生可以通过聆听欣赏音乐，尝试听懂每首

音乐的内在含义，能够有自己的感受、体会，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2 让学生通过音乐感悟生命中的正能量 
音乐的学习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也在给孩子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在

一二年级的教学中，老师们主要以“唱游课”为主。通过学生的模唱、

模仿等环节，亲身体验音乐的愉悦过程，从而达到课堂中享受音乐，理

解音乐的感性特征与精神内涵。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课本中《不能告

诉你》一课，老师想让孩子们既能很好的学会歌曲的演唱也能从中知道

正确学做雷锋的观念。在简单介绍雷锋的事迹之后，就要问问孩子们：

“你们觉得身为在校学生的你能为班级做哪些好事呢？”一个孩子回答并

作出相应劳动动作后：“请同学们跟他一起学习一下吧（边说边做动作：

小桌子，我擦的）”这就是模仿学习。 

在有了四个不同劳动形式之后，可以尝试“开火车”劳动或者合作

劳动，这就是合作的学习。 

当然，少不了唱了:“看到同学们合作劳动的场面，老师既感动又欣

慰，不禁得唱起来，请你跟我学一学： 

”。这就

是模唱的学习。如此课堂，有体验劳动的欢乐，有合作的凝聚，还有歌

唱的美妙。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不同年级设置了不同音乐课内容，包括感恩

父母的歌曲的学习，包括爱国歌曲的赏析等等，生命的正能量在学生的

生命中传递。 

3 在音乐课上挖掘学生的潜能 

在三四年级的教学中，通过低年级的音乐体验和感受，已经能准确

判断乐曲的情绪。相较于低年级而言，中年级的教学中，学生各方面能

力的增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会更加有意思。老师在课中涉及很多

其他课外的知识，会让学生大开眼界，也有很多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

真正做到知识的多样化。如：苏少版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读唐诗，这

个单元中大多是学生们学过的诗歌，学生们听到自己熟悉的唐诗变成歌

曲，着实感兴趣，就连平时上课喜欢开小差的同学也会摇头晃脑地跟着

唱。这就是音乐的吸引力。 

老师在教学中，在学生基本能力之上进行培养和提高，又是会有意

外收获。我在中年级的教学，更多时候会有情境的导入，这些都不如让

学生自己聆听，同时自己编故事。在四年级上册中有《鳟鱼》这一课，

我就运用的了这个方法。 

 

老师引入：“一位渔人看今天天气不错，准备去钓鱼。请你聆听音乐，

想象你看到了什么情景？”学生一定会给我很完美的答案：“看到了神气

的渔夫，自由的鱼儿，晴朗的天空······”老师看似找茬地问：“你能听

出分别是什么乐器代表着你们说的内容呢？主角是谁？”学生不自信没

关系，带着问题再听一次，这一次，既解决了音乐的伴奏乐器问题，又

解决了主奏乐器的问题，甚至还为后面情节的变化做出了铺垫。真是一

举多得啊。 

如此看来，中年级的课堂，老师需要加入更多让学生自己加入课堂

的手段，不断地引导和“制造问题”，学生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挖掘自己的潜能。 

同时，不仅如此，中年级的同学在有了一定乐理知识的前提下，开

始了小乐器的学习，这更加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为高年级的提高

打下了基础。 

4 在音乐的学习中发挥学生的的和创造力 
五六年级的高年级同学，随着身心的发展，大多的情况都只是在默

默地听。男生由于开始变声，不太愿意唱歌，女生也开始变得羞涩，不

愿意与老师互动，这样的课堂对于音乐课而言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

就是，尬。出入高年级课堂的我，总是一不小心就我课堂变成了独角戏。

还好我们有了新的沟通桥梁：小乐器——竖笛。 

三四年级引入竖笛是为了能够增加音乐的趣味性，也对学生在歌唱

中的音准、节奏，都是很有帮助的。在学习两年之后，很多同学几乎能

够做到陌生的乐谱拿到手练习两三遍就能够完成，毫无压力。于是，我

开始了给学生的一个全新体验——创作。 

“同学们，在我们的集思广益之下，我们班级创作的歌曲的第一句完

成了。这就是创作，通过这个方式就是告诉大家，创作其实并不难，我

们只需要把问题分解，一步步解决，这就能成为一首完整的作品。” 

在音乐教育中时长会有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作品问世，虽然他们的创

作还很稚嫩，还需要历练。但让我欣慰的是，音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另一份乐趣。 

音乐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能陶冶情操，有可激发创造，作为教师

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个幸福的课堂开发者，让音乐的幸福能量在学生生命

里传递，让音乐的幸福能量伴随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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