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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工作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思路，网络式学习主要是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构建一种师生交互的模式，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丰富整体的教学活动，音乐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导入京剧艺术，实现课前、课上和课后的完善工作，为学生构建新颖的音

乐课堂。文章基于信息时代下，从课前、课上和课后三个方面探讨了京剧艺术走进小学音乐课堂的相关途径，以期为音乐教师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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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愈加广泛，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

将计算机作为辅助设备，借助网络资源，构建立体化的教学环境，提高

学生的音乐鉴赏水平。而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将文化发展作为永

恒的主题，课堂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无意识渗透京剧知识，让学生主动

感受和体会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能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又能让他

们主动感受和体会音乐的内涵。 

1 课前导入，激发学生对京剧艺术的兴趣 

课前复习阶段，还需要教师搭设语言框架，为学生呈现动态视频、

精美图片等，复习知识，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兴趣，利用多媒体播放和剧

目相关的历史故事、人物等，当学生在看剧的时候，无意识地模仿动作，

对脸谱色彩的含义也会有具体认知。例如在京剧欣赏课中，教师在屏幕

上向学生展示“小丑”的形式，接着利用双响筒为其伴奏，随着节奏的

进行，学生也会自行编写台词，幽默、风趣的表扬被大家所喜欢。这种

视频播放＋动作演示的形式， 大化激发学生想要表演的欲望，后来学

生还模仿了旦、净等角色，从多个方向为切入点，让京剧教学变得更为

多元化，使得艺术的表达能力也更为自然。 

音乐教师根据教材上的内容主动提出问题，秉承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实行京剧导入工作。小学生的年龄和接受能力不同，需要他们在实践中

主动摸索和分析，制定有效的教材内容，难易程度随着学生的年龄逐步

增加，当学生在学习、欣赏京剧的时候，也能培养他们的艺术修养。例

如低年级的唱腔简单，以《报灯名》《卖水》；中年级的《苏三起解》；高

年级的《智斗》等，教师从现代京剧向传统进行过渡，以服饰、唱腔和

表演为基准，当学生学会演唱现代京剧后，对此也能有初步认知，接着

推进一些贴近生活，适合高年级学生演唱的曲目，从简单到复杂，教学

内容的增加，学生的自主鉴赏能力也会有所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京

剧欣赏教学开始前，教师让学生在中华京剧网上下载和复印相关资料，

告诉学生要想了解京剧，必须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同学们在整个

过程中非常积极，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学习京剧，教师则是耐心倾听和

引导，发挥出音乐课程的艺术优势，使得我国传统的京剧文化得到日久

长新，扎根于学生内心深处。 

2 课上导入，提高学生的音乐演唱技巧 

播放媒体中的 Flash 让学生对京剧艺术有更为深刻的印象，实现京

剧和音乐的有效整合，从而搭设完整的学习框架，多媒体技术的引导下，

更加直观地分析知识，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也能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

能力。以《走进京剧》课堂教学为例，课前教师在教室内悬挂和京剧相

关的艺术作品，为学生播放某艺术团的京剧表演视频，让学生认识京剧

的四大行当。接着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学生学会唱上阶段京剧，整体

而言，教学效果非常好，更为重要的是，这节课唤醒醒学生对京剧的兴

趣，让学生更为自信地学习知识。另外，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和京剧功底，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自由讨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

学生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也能丰富应用自如。 

例如在《拾玉镯》教学中，如若教师只是单纯的赏析，学生难以在

短时间内理解知识，而且会对其感到乏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看视频，

观看中模仿，有了形象化的感知后，再融入生活理念。比如刘媒婆和孙

玉娇的对话，让学生感受京剧中的念白和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区别，讨

论后得出结论，京剧念白更为注重说话节奏，方便学生从中理解知识。

这种信息技术加生活化的教学，既让学生理解“念白”，又能让他们感受

到京剧的日常化发展。 

3 课后导入，开阔小学生的认知范围 

互联网拥有极强的处理能力，教师就要充分借助这一优势，构建资

源库，将学生平时感兴趣的，他们乐于接受京剧的融入，给予学生自主

选择的权利，课前了解音乐的基本特征和文化背景，当他们简单地交流

后，就可以开始教学。针对一些通用性的京剧素材，教师利用百度、Google

等搜索引擎，将材料下载到电脑中，着重关注一些优秀的京剧网站，这

些都是提高音乐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形成的音乐素材是集体智慧

下的产物，理应做好相应的优化工作。 

疫情防控阶段，教师利用数据库完善京剧艺术的引入工作，为学生

提供更多学习的平台，拓宽他们的艺术表现范围，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学

生的查询要求，资源库的建设也分为多个不同的阶段，记录学生的演唱

情况，教师将这一阶段所涉及到的教学活动添加上音乐、图片，接着实

行优化处理，便于学生查询、分析，对自身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课外

音乐活动是对课内知识的补充和说明，京剧艺术的融入有助于实现资源

整合，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对校内外音乐资源实行优化处理，达到资源共

享的目的。一方面，音乐教师要重视京剧艺术的实践工作，主动引导学

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获得更为真实的审美体验，实现教师、学生和资

源三者的协调互动。另一方面，互通信息，合作筹划，在培养高素质的

音乐人才方面达成一致，继而从场所、经费和考核等方面环节去构建系

统的校内外音乐资源库，有效促进音乐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小学

生的艺术修养。 

4 结束语 

京剧艺术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应用，需要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优

化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学中频繁

使用的一种教学工具，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将传统文化和音

乐进行有效整合，设计出更为精彩的教学方案，符合素质教育的相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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