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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小学教育已经不仅仅只是知识的积累，更要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音乐教学可以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陶冶情操，在音乐教育中融入文化创新能够提高教学效果。鉴于此，本文阐述音乐教学中融入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探

讨音乐教育中融入文化创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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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课改的持续推进，我国教育体制也不断改革，采取更丰富的

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学生的能力。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学科，融入文化创

新教育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深刻意义。把音乐的魅力作为桥梁，连

接文化教育，灵活改变教学内容，选择适合的教育模式，使学生不仅陶冶

了情操，心灵上还得到了完美的净化。优秀的音乐作品无论从歌词上还是

旋律上都可以感染人们，还能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增强民族认同感，形

成高尚的品德。 

1 音乐教学中融入文化创新的意义 

小学音乐教材歌曲有着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还有各种各样的

演唱形式。这些都能打动学生的心。在音乐教学的时候，要提升他们演唱

的技巧，更要让他们唱出自己的感情，让感情很好的融入到整首歌里面，

从唱歌到认识人生、到体会人生。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让学生了解歌曲的

背景，通过唱歌来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在里面，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

生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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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教抗日歌曲《保卫黄河》时，先要告诉学生在怎

样的环境下和心情下创作出这首歌，然后让学生了解歌词，深入的体会每

个字在歌词中的含义。像“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

句歌词，就应该富有怎么的情感在里面。在教学这首歌时，歌曲可以采用

齐唱、轮唱的演唱形式。具有群众性，是抗日军民广为传播的一首歌曲。

学习这首歌，加深了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文化教育在小学音乐教育中

的融合，可以让学生体会更丰富的情感，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及文化背景，

为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打下坚实的基础。 

2 音乐教学中融入文化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创新能力不足 

在传统音乐教学中，大多数都以老师单方面进行讲解为主，教学方

法非常单一，内容枯燥乏味，很多老师只为了完成既定教学目标，不能根

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学习兴趣进行教学，长此以往，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不

足，会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无法得到培养。 

2.2 传统观念束缚比较严重 

我国目前很多小学音乐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在教学方法上受传

统观念影响比较大，除此之外很多学校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对艺术学

科重视度不够，这种现象严重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甚至有些学校并没

有把音乐教学归入到学生考核评价系统中，很多学校的音乐教学体系也不

够完善，学校并不重视音乐教学的重要性，使得文化创新很难在小学音乐

中得到发展。 

3 音乐教育中融入文化创新的方法 

3.1 合理引用文化创新，丰富教学内容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之

而来的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小学生作为教育的基础阶段，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培养学生懂得珍惜、感恩。例如：在学习《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

学生可以先观看《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知道这部作品的背景，通过视

频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人们饱受煎熬，生活在一个怎样水深火

热的年代。接下来学习这首歌时感受到人民为了国家做出的壮举，深刻的

体会在当时的环境下作品展现出了怎样的一种情怀，促使我们热爱这来之

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这美好的时光。老师在播放《七子之歌》时，可以

对歌词进行深入解剖，唤醒学生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

感。让学生知道祖国与我们在一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飘扬时，

爱国之情由然升起。 

3.2 备课过程拓展教材内容，融入文化创新 

作为一名人类的工程师，教师的文化创新意识非常重要。在课堂上

教师通过教材传播知识，有效合理的备课是关键，钻研教材分析出每节课

给学生传递德育的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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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材很明显的传递出要表达的思想，

这是显性教材，例如：《爱的奉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北京

的金山上》等。也有一些隐性教材，如:《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南泥

湾》、《说句心里话》等。这些都是得通过教师在备课时挖掘出更深刻的含

义传达给学生的。老师在备课时，要将课堂所要讲的内容与文化创新相融

合，要充分了解歌曲背景以及表现出来的思想，争取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

内，学到更丰富的知识。 

3.3 教学过程中进行情感转化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师在通过一首表达爱国思想情

节的歌曲时，学生无法将感情融入到歌曲中。只是对音乐本身简单的一种认

知，就像在听故事或上一堂有趣的政治课，只是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因此，

老师可以融入文化创新，将情感进行转化，让学生能够感同身受。例如：在

欣赏《月光下的凤尾竹》时，可以让学生自行发挥，进行舞蹈表演，或者让

学生讲述对隐约的感受。老师也可以使用多媒体教学，播放优美画面，给学

生带来更直观的视觉享受，让学生能够领悟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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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总而言之，要运用学生可以理解的方法进行教育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音乐是情感传递的纽带，是一门艺术，能形象刻画出人的思想情感。音乐

用强烈感染力，熏陶着学生。通过积累沉淀，产生强大的力量。文化创新

与音乐教育的巧妙结合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

陶冶情操。音乐能通过声音的传播，生动的旋律感染着学生们的心灵，让

他们的感情得到抒发，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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