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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还具有独特的情感,所以,人们会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基于核心

素养下,音乐学科成为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小学音乐课程的学习能让学生的身心得以放松,那么如何

提高小学音乐课堂效果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课堂导入环节,有了好的开场,教学也就成功了一

半。本文将从视频导入、谜语导入、范唱导入、故事导入等方法出发,以案例形式呈现课堂效果,研究小

学音乐课导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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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is not only a sound, but also has unique emotions. Therefore, people will use music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Based on the core quality, musi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in quality education. The 

learning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can relax students' body and mind. So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a very important link is the classroom introduction link. With a good opening, 

the teaching is half successful.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the classroom effect in the form of cases from the methods 

of video introduction, riddle introduction, model singing introduction and story introduction, study the 

introduction method of music class in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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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有趣味的音乐课关键在于导课环节,好的开始能够吸

引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让学生更加喜爱音乐活动。

音乐课标中提到"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的音乐更能激发学生的参

与性,让学生能够愉快的进行学习,当然,导课时是为本节课相

关内容所服务的,我们要在这一环节把握一个度,不能说为了学

生开心,而使得课堂内容出现偏离。这就需要一些常规的导课方

法,并且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

学导入,让学生快速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下面本文将从六个常用

的导课方法中进行简要说明。 

1 视频导入法 

众所周知,多媒体教学广泛运用在课堂教学中,这对教学效

果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音乐教学内容中,音乐视频的使用也是

为常用的一种导入方式,几分钟的导入环境能更快的把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学内容中。 

音乐欣赏教学中,视频资料在课堂内容中占据重要教学部

分,例如,欣赏课《杨柳青》这一内容时,为了让学生直观的感受

音乐形式,教师课前播放一首由管乐器和拉弦乐器进行民乐演

奏的音乐视频,让学生从视频中找出自己所认识的乐器都有哪

些?师生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回答出演奏者们演奏的是同一首作

品、音乐形式为民乐合奏,教师强调让学生记住这种音乐形式,

引出本节课要欣赏一首江苏民歌改编的民乐合奏乐曲,《杨柳

青》。这一导入过程中,学生不仅直观找出自己知道的乐器,还认

识了新的乐器,明白了哪些乐器在一起演奏是民乐合奏,这样的

导入环节让学生积累了音乐知识,刺激了学生的感觉器官,能迅

速拉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距离。 

再如,欣赏教学《森林的歌》这节课导入环节设置为一段描

绘森林画面的视频,学生边观看边聆听音乐,教师进行描述,“有

刮风的声音”、“有下雨的声音”、“有鸟叫的声音”,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声音,青蛙、蟋蟀、蝉、猫头鹰等动物的声音,

它们的声音在大自然中如此美妙动听,今天,就要欣赏一首乐曲,

叫做《森林的歌》。 

通过让学生观看视频,教师进行视频叙述,把学生带入到音

乐情境当中,让学生在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中做好充分准备,这

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导入方式会让整个音乐课堂变的轻松、舒畅。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2 谜语导入法 

课前运用游戏的“动”去引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而猜谜语

游戏在音乐教学导入中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动脑类教学方法。小

学音乐教师充分引导学生发动他们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猜谜

语的形式具有参与性、趣味性,将趣味谜语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课堂导入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呈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唱《柳树姑娘》的时候,先出示谜面“小姑娘本

事大,江南塞北都安家,湖水替她照镜子,风儿替她梳头发”,来

导出柳树,教师紧接着向学生提问,谜语中把柳树比喻成了什么?

学生答出“柳树姑娘”。如下是导入内容：今天上课前,老师想

先来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小姑娘本事大,江南塞北都安家,湖水

替她照镜子,风儿替她梳头发”。同学们,你们猜出来了吗?它就

是柳树,老师现在想请同学们来聆听这样一首二声部歌曲,聆听

的过程中请大家仔细思考,歌曲中歌词部分,把“柳树”是怎样

来进行比喻的。好的,现在来回答之前的问题？哪位同学来回答

一下刚才的问题?非常好,每位同学都在认真思考,对了,把柳树

比喻成了柳树姑娘,柳树的枝条就像姑娘们一条条长长的辫子,

在风中翩翩飞舞。是的,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就是《柳树姑

娘》这首歌曲,现在,拿出你们的小手,拍一拍,我们再来听一听,

想一下这首歌曲是几拍子歌曲?这样的导入就完成了,导入方式

既激发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学生认识到所学习

的音乐内容。再如,教唱《两只老虎》这一音乐内容时,教师出

示谜面,“黄色条纹装,自称山大王,龇牙一声吼,百兽直发抖”。

请学生们猜一猜,这是哪种动物?这里会激发学生思考能力,猜

出可爱的老虎,老师进而出示两只老虎的图片并向学生介绍,一

只是大虎,一只是二虎,完成导入环节。这样的导入主要激发学

生的兴趣,对接下来的音乐内容会有所期待。再如,把它用于古

曲《梅花三弄》欣赏教学中,是这样进行导入：“老师出个谜语,

谜面是”万物萧条,唯我独醒,凌霜傲雪,打一植物,学生答出是

梅花。由此可见,谜语导入,容易引出课题。教唱《天鹅》这一

内容时,出示的迷面是“头顶金冠穿白衫,双双游在湖中间。弯

着长脖左右看,有时高飞上蓝天。”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引

导,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大胆、踊跃发言,调动他们的参

与性、积极性,进行深度思考,进而猜出谜语《天鹅》。 

教学前以猜谜语的形式进行导入环节,对于小学生来说,他

们很喜欢这种方式,认为这种形式新颖生动、趣味浓厚,不仅调

动他们参与音乐活动的积极性,而且还会让他们体会融洽、轻松

的课堂氛围。 

3 范唱导入法 

音乐课学习的过程中 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对音乐学

习的兴趣,让他们在鉴赏音乐、理解音乐、体验音乐、创造音乐

的过程中,表现处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潜移默化的使他们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发生正能量变化,对未来产生希望、向往。教师在

教学中通过示范性范唱来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情感表

达,学生模仿教师进行模唱、学唱时从音乐四要素进行出发,重

新塑造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和形象,从而体现音乐情感。 

例如,教唱《摇篮曲》这首歌曲时,教师以范唱的方式,让学

生感受乐曲的情景是怎样的?教师范唱的过程 能打动学生,让

学生懂得节奏、节拍、音色、速度和力度这些音乐要素表现音

乐内容情感的作用。范唱前向学生提出问题,范唱后师生一起讨

论问题——感受教师演唱的这段音乐是宁静的还是舒缓的?音

乐的速度、情绪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能激发学生思考能力。 

再如,教唱歌曲《嘀哩嘀哩》时,有部分学生对这首歌曲很

熟悉,老师是这样进行范唱导入的：现在听老师来唱这首歌,老

师来唱前一句,会唱的学生唱跟它相同的地方,三段歌词我们一

起合作来完成。唱完之后,看一下歌词内容,从内容中我们能不

能刊出歌曲表现出来的季节？对了,歌词内容表现的季节是春

天,让我们跟随春天派来的黄鹂鸟使者,一起去领略春的美吧! 

范唱导入法里面伴随着提问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音乐鉴赏能力,让学生对生活和艺术充满热爱和向往。 

4 故事导入法 

学生们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对故事中情景记忆深刻,课前用

讲故事的方法进行导入,很容易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学习《两只小象》这一内容时,老师运用图片讲故事

的方式来进行导入,如下是导入内容：“上节课中,我们一起学习

了一首和小动物有关的歌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呢?是的,同学

们记忆力很好,是小象,这一头小象用自己的努力帮助了小幼苗

顺利长大、顺利开花,这一头小象是乐于助人的小象、是勤劳的

小象,是可爱的小象,那今天老师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这

头小象,去和勤劳的小象做朋友吧!我们一起去小象居住的大森

林里看一下能不能遇到这头可爱的小象。我们一起来到大森林,

大森林里的树木多,小动物也多,今天,去看看小象会不会去花

园里浇花呢?静静地等着,我们听到不远处穿来一阵阵脚步声,

看一下是谁来了。哇,原来是这头可爱的小象,小象今天又要去

花园里浇花了,我们一起跟它出发吧!小象走呀走,走呀走,来到

了小河边,但是它没有吸水,它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它在等

谁呢?过了一会儿,慢慢地从远处传来了声音,原来呀是它的好

朋友,小象的朋友知道了小象乐于助人的故事,决定要和它一起

让花园变得更美丽,它们两个相约今天一起去浇花,我们来看一

下两只小象,今天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从以上内容中可

以看出讲故事导入能深深抓住学生的心理,急迫的想要知道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丰富了学生的想像力,

教师绘声绘色讲了故事情节,在之后聆听音乐时结合故事内容,

聆听效果会更深刻。 

效果好的音乐课堂导入,不仅要把握教学内容的趣味性,还

要强调内容的简洁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和想

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从教学内容、对象、环境等方面,

在教师规范的引导下,使教学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素质基础。以

上音乐课导入方法是会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除此之外,还有成

语导入法、图像导入法、电影导入法、情景导入法、风俗导入

法等来引入音乐教学当中,使导入方式灵活多样。 

5 情境导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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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上课前,从教材、学生、教学环境等方面进行备课,

设置教学情境,让学生的脑海中有相应的情境内容。情境导入法,

可以通过语言描述或利用多媒体引入音乐、图片、视频等形式

进行与教学相关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例如,欣赏教学《空山鸟语》这一课时,老师给学生创造一

个寂静空山的情境,让学生沉浸其中。如下是导入内容:同学们

还记得著名诗人王维的《鹿柴》这首诗吗?现在跟随音乐我来读

一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人以一种独有的感觉,描绘了一幅寂静傍晚的景色,刚才我们

听了这首有关空山景色的乐曲,它就是由我国民族器乐演奏家

刘天华先生演奏的《空山鸟语》,通过这个题目能让我们脑海中

形成怎样的画面感呢？我们猜一猜究竟是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

出这样美妙的画面和意境？你们听出来了吗?对,它就是二胡,

二胡是一种拉弦乐器,现在让我们观看视频,仔细倾听这首乐器,

再次身临其境般感受这“空山”、“鸟语”的意境吧。老师通过

配乐诗朗诵,让学生尽快进入教学情景,再通过观看视频、聆听

音乐,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音乐内容的舒适、空灵之情。再如,

教唱《茉莉花》这首歌曲时,主要运用视频、图片的方式进行情

境导入。具体内容如下：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位女孩在闭幕式

上演唱了一首世界瞩目的歌曲,让我们观看视频、仔细聆听,听

一听她到底演唱的是哪首歌曲？是的,我们对这首歌曲都非常

熟悉,就是《茉莉花》,看以下图片,茉莉花是怎样的一种“花”,

它是那样洁白无暇,那样小巧玲珑,不仅仅是纯洁的代表,也是

对中国人民纯洁的代表。这样就导入新课《茉莉花》。 

情境教学法可以运用到各种欣赏、歌唱课教学活动中,随时

营造创新氛围,制造良好的音乐课前导入效果。 

6 图画导人法 

教学前以图画的方式进行导入,这样直入式的直观教学,在

培养学生观察力、想像力的基础上,更能增加学生对学习的主动

性,对理解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创造力更多有

利条件。 

例如,教授《快乐的小木匠》这课时,先出示图片,让学生观

察画面,里面都在做什么?导入内容如下：出示图片,来看看这小

动物都在做什么？充分发挥想像力,让们从内容中读出这些小

动物劳动的故事,原来是主人公小熊在自己劳动时,把劳动的过

程创造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快让我们加入进来吧。从而导出歌

曲《快乐的小木匠》。 

7 结论 

音乐教学导入方法有很多种,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和课程教学内容方面进行备课和创新。以上列举的导

入方法都是音乐课经常使用的导入法,而图画导入法在导入过

程中让学生根据图片自己去思考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总结,图画

导入法包括图片和线条,音乐课导入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图片,

画出图片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这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创造力,

还能够让学生在每次思考时得到满足,教师及时给予反馈,让学

生在课堂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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