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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一门艺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需要具备专业的音乐知识与音乐素养，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在音乐启蒙阶段兴趣的

培养是最重要的。本文对影响小学音乐兴趣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小学音乐教学中提升学生兴趣的策略，以及可以给音乐教师的教

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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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教学任务就是培养学生

对音乐的兴趣，这才是开展音乐教学的前提，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途径。

在现阶段，部分小学音乐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兴趣

与教学质量，对小学生的发展与成长造成了不利影响。 

1 影响小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 

1.1 音乐课课堂气氛沉闷 

当前小学音乐课堂缺乏一个活跃的氛围，在一个沉闷的环境中，学

生们之间的交流少、沟通少，影响了学习兴趣。而造成课堂气氛沉闷的主

要原因是教师长期一来采用同一种教学 方法，没有结合周围资源对教学

方法进行创新。这种方式导致了学生出现了审美疲劳，日复一日机械式的

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对音乐失去了兴趣，并且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也严重不

足。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难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导

致了课堂气氛沉闷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是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1.2 教师的理念陈旧 

在部分小学中音乐课是由一些教师兼职担任的，教师并非音乐专业

出身，因此自身的音乐素养不高。并且这些教师自身对音乐的价值并没

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音乐对培养小学生审美能力、艺术能力以及综

合素养的重要性。部分教师片面的认为，音乐课的主要作用是缓解学生

的学习压力，因此在课上就是简单的听听音乐，唱唱歌，影响了学生对

音乐的兴趣。 

1.3 未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虽然在新课改中强调，教师要注意进行正确的教学定位，教师是教

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而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要发挥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良好的提升教学效果，但是部分小学音乐教

师并没有在实际教学中践行则以要求。很多教师表示他们已经习惯的传

统的教学方式，并且音乐课不在考试范围内，是否转变教学模式并不重

要，完成教学任务即可。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接受式的教育依然在实

施，没有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没能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际的

教学效果不佳。 

2 改革教学策略激发小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2.1 多媒体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多媒体是创设情境营造气氛的良好途径，教师可以在音乐课教学中

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进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例如在学习花城版

小学音乐三年级下册的《春天来了》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给学生们播

放一些与春天相关的景物，例如发芽的柳树、生机勃勃的小草，树上叽

叽喳喳的小鸟。还可以播放动态视频，例如春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花儿

绽放过程等等都可以让学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春天来了。在这种情景中

学生们学习《春天来了》这首歌时才能有真情实感，才会有兴趣积极主

动的参与到音乐学习中来。 

2.2 游戏教学点燃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音乐课的学习并非是艺术的展示，在音乐课中可以采用游戏教学的

方式，让学生们对音乐有更加深入的感知。通过合作学习，学生可以感

受到音乐学习的乐趣，在体验乐趣，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增加音

乐兴趣。例如在学习《风铃》这一内容时，教师首先给学生们展示风铃

的声音，以及风铃在不同风速是的音色与力度的变化。实际上风铃中的

高音、低音恰恰就是学生们所要学习的 mi、sol，为了让学生们唱准这

两个音，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玩一个优秀。当唱到 mi 时要坐下，唱到 sol

时就需要站起来，这样可以锻炼学生的反应速度还活跃了课堂气氛。这

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势必要高。 

2.3 坚持以生为本培养学生音乐创造力 

教师要认识到音乐课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意识

到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才能更好的开展教学。以

生为本是小学音乐教学中所应当坚持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通

过音乐知识的学习与音乐创造力的培养，才可以促进学生发展。 

比如，在教授《草原就是我的家》这一歌曲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用这首歌的旋律重新填词，用自己的歌声来赞美家乡。如此一来，学

生不但学会了教材上的歌曲，而且还进行了创新创造，提升了自身的音

乐创造能力，增加了学习自信与学习兴趣。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音乐课教学气氛沉闷、教师的教学理

念陈旧以及未重视学学生的主体地位，影响了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针对

这一情况本文建议可以通过多媒体来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以

采用游戏教学的方式来点燃学生的音乐兴趣。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当

注意采用以生为本的理念，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音乐创造力，提升学生

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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