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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小学阶段的基础课程，音乐学科的教育目标是强化学生的情感教育，促进学生加深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以适应素质教育的发

展和要求。为了确保音乐教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价值，使音乐的教学功能得到拓展和提升，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情感体系

的塑造与完善，就需要将音乐要素渗透进情感教学当中，作为对传统教育模式缺陷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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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不仅可以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还能给人以丰富的视听感受，

是对于人类情感进行艺术表达的一种独特形式，对于小学生的成长和素

质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将音乐要素渗透进小学音乐的情感教学中，

可以让学生在音乐作品的内部世界中更好地理解作品情感和文化背景，

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对音乐构建起完整的音乐框架。 

1 小学音乐教学的现状 
在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下，部分小学音乐教师忽略了情感教育和音

乐要素的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致使学生对于作品的内涵和情感

的理解能力较低。小学生的音乐教育旨在传递作品中的美感和情绪，通

过学生的聆听、跟唱引起自身情感的共鸣，建立与音乐世界的联系，这

不仅仅是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音乐学习本身需要达到的境界。如果忽

视了对于学生的情感教育，则会使学生无法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无

法领悟音乐作品的真正内涵；而音乐要素的渗透不到位，则会造成学生

对于音乐的理解失去依托。因此，教师一定要注重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

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同时，更要注重对于音乐要素的渗透，在作品讲

解中加入音乐文化、创作背景和与作品有关的知识，以发挥音乐教学的

根本性意义。 

2 情感教学中音乐要素的渗透路径 
2.1 转变教学观念，注重情感教学 

小学音乐教学中情感教育的缺失主要源自于教师对于其重要性的认

知不到位，因此，若要充分发挥情感教学的作用与价值，就需要教师积

极转变教学理念，明确情感教学对于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提高音乐素养

的作用，据此来改进教学方案，并开展灵活多变的教学活动，给学生耳

目一新的课上体验，为学生构建多元自由的学习环境。同时，教师还要

努力探索在情感教学过程中渗透音乐要素的方法，促进二者有效结合，

帮助学生对音乐作品和知识进行深入理解，结合不同音乐作品和教学目

标，找出适合的教学模式，懂得变通和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将情

感教学真正融入音乐课堂，使音乐要素很好地渗透于情感教学的过程当

中，以保证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在祖国怀抱里》这首歌曲时，教师就要将音乐要素

和情感教育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导向，同时将歌曲的

创作背景、思想等相关知识渗透进歌曲的教学过程中，目的是让学生了

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在歌曲的演唱过程中感受心中的爱国热情。如果离

开了情感教育，只对学生进行相关历史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讲解，那么教

学内容的枯燥乏味就会使课堂缺乏活力，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变

成教师单方面的知识灌输，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只进行情感教育忽

视音乐要素的渗透，会使学生无法真正感悟爱国主义的内核，缺乏历史

背景的支撑，会使爱国教育显得空洞、不自然。 

2.2 多媒体教学，创设教学情境 

合理的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

于音乐作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对于教师开展情感教学以及音乐要素的

渗透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单一的教学方法无法构建立

体生动的音乐课堂，也无法将情感教育和音乐教学有效融合，致使学生

的学习浮于表面，无法真正获得有用的知识。而利用多媒体设备创设教

学情境，使学生对于音乐的相关知识和情感把握有所依托，不再是抽象

缥缈的空中楼阁。教师可以在多媒体的辅助下，通过视频、音频、画面

等方式，向学生讲解相关的音乐和文化背景，传达作品中的情感，为学

生理解作品奠定基础。 

例如，在学习《民族的节日》这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

备播放不同民族的节日歌曲和舞蹈视频来作为课程导入，以此活跃课堂

氛围，引发学生的兴趣。在歌舞的伴随下，向学生讲授不同民族节日间

的差异和风俗传统，并且可以组织学生模拟篝火晚会或是泼水节的场景，

让全体同学围成一圈进行歌曲演唱，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浓厚的氛围

中学习音乐知识，还能加深学生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理解，

建立民族间的精神纽带。 

2.3 在故事中进行音乐文化的渗透 

由于小学生文化素养和知识积累的不足，无法对某些音乐作品中包

含的文化元素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吸收，这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一定的

阻碍。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及相关的音

乐要素，通过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达，结合作品的特点和内容进

行文化要素的讲解，以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内在世界，深化学习体验。 

例如，在《保卫黄河》和《长江之歌》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就可以

根据小学生喜欢听故事的性格特点，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学生讲述音乐

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时代背景、英雄人物，以形象生动的描述唤起学

生的想象，促进学生对于作品情感的理解。再如《卖报歌》的教学同样

可以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由于学生离报童的年代时隔久远，无法理解报

童的艰苦生活，因此通过故事的描述，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歌

曲背后的辛酸与艰难。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注重小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有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提升整体的综合素质，符合素质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将

情感教育和音乐要素有效结合，对于学生情感体系的构建和音乐知识的

积累具有重要作用，这要求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以

促进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以保证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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