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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当中，自主学习能力一直以来都是被忽视的部分。事实上，音乐课绝对不只是要教会学生基础的音乐知识以

及歌唱而已，而是更要重视学生自我完善的意愿培育与能力锻炼。学生只有具备了自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才不会在以后的竞争当中陷入被

动局面。下文将就小学音乐教学中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优势以及方法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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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是想象和联想的艺术，音乐也是反映社会现

实生活的艺术，是情感的艺术。音乐既有其抽象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逻

辑性。因此我们要求学生必须充分利用自学这种学习方法。自学是一种

自主、探究、发散式的学习方法，它能使学生引导学生自主探索音乐世

界的奥秘。 

小学生还是孩子，具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对于比较有趣的事物会

不遗余力的去做。小学音乐相较于其他科目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很容易吸引学生的兴趣，如果可以抓住机会，顺势开展对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培养，将会对学生未来的全面发展大有益处。 

1 自主学习的优势 

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师主导，自主学习更加强调学生才是学

习活动的主体，学生学习的动力应当源自于内心的主动学习意愿而非教

师的强制灌输，学生的学习态度应当由自我监督为主而不是教师的不断

干涉。自主学习意味着给予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力，开放更广阔的学

习思考空间给学生自己挖掘，只有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得到的成果才会长

久的留下深刻印象。下面将简单介绍自主学习相较于传统教学方法的优

势所在。 

1.1 能够培养学生更强的学习能力 

只有通过自主的学习才能获得对知识更深的理解，不仅能够更快速

的掌握重点难点，而且在运用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自主学习可

以培养学生更强的学习能力。 

1.2 自主学习使学生自我监督意识更强 

自主学习会使学生充分意识到学习的目的以及意义。只有学生知晓

学习对自己的益处，才能够主动地制定学习计划并且对执行情况进行自

我监督，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偷懒、走神的状况出现。 

1.3 自主学习效率更高 

自主学习的行为源于学习者对学习的充分认可，出于不断充实自我

的目的，学习者会主动地尽 大能力去完成学习目标，减少主动走神的

次数，对于不同的高效学习方法也持更高的兴趣与尝试意愿。因此能够

在学习当中保持非常高的学习效率， 

2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培育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 

因为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还缺乏相应的自制能力，如果盲目的笃信

自主学习法，然后放任学生不管，很可能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甚

至会进一步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只有遵循一定的应用原则才能

够把自主学习的能效发挥到 高。以下是几点建议。 

2.1 明确学生自主学习音乐的出发点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满足家长的期待，更是为

了不断完善自我，为以后的全方位发展提供帮助。而且音乐是世间非常

伟大的艺术形式，通过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帮助人们回溯内心，不

断地发现自我，避免迷茫。但对于小学生而言这样的理由都太过空洞，

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因此，教师可以针对小学生对音乐的感受，比如

有的同学是通过某位歌手接触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有的学生喜欢演唱

会的气氛；有的学生喜欢交响乐团演奏时的肃穆和浸入感等来设计课堂

环节，开展一些音乐作品影视欣赏来帮助学生找到对音乐的初感受。 

2.2 不断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兴趣爱好是帮助一个人坚持做好一件事情的 好帮助。相较于其他

科目，音乐因为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而很容易吸

引学生的关注，更何况当代的学生基本在课下时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听一

些音乐作品，或者欣赏某几位歌手。教师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针

对课堂内容可以在学生中间做一次调研，对于学生 喜欢的音乐形式和

歌手做一个统计，然后搜集一些相关的内容穿插在课堂中；另一方面则

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针对学生可能感兴趣的方式，比如开展一些音乐

知识问答比赛等活动，让学生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融入在课堂当中的参与

者。只有把音乐教学变成是学生兴趣培养的温床，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激

发出学生对音乐的自主学习意愿。 

2.3 积极运用多媒体技术 

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各个科目中 为丰富多彩的

音乐课如果还没能够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动，那可真的算是极大

地落后了。音乐本身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单凭教师讲课或者利用乐器演

奏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可能在一开始会有许多学生对此兴致浓厚，但

一旦新鲜的感觉过后，就会很快产生疲倦。音乐不该只有声音的表现，

事实上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影视作品当中，并且经

过剪辑，使二者的结合创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广大音乐教师应当及

时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应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与音乐相关的图像、

视频以及动漫作品，帮助学生通过想象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 

3 总结 

相较于其他需要依照课本按部就班进行的科目，音乐拥有极大的自

由空间，因此，音乐决不能与死板挂钩，音乐课堂应当成为学生兴趣培

养与主动学习的乐土，广大音乐教师应当积极为学生营造活跃、积极的

学习气氛，帮助学生产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 后在此基础上学会自

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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