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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游戏是在音乐伴随下进行的,以发展儿童音乐能力为目标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它通过音乐与游戏的有机

结合,使教育活动既具音乐方面的艺术性,也有游戏活动的趣味性。它是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小学生的表达能

力、创造力具有重要作用。音乐游戏不仅能有效地激发小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还能在加强师生以及同学之间沟通和交流

的同时,促进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以及想象力。因此,研究音乐游戏的重要性及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策略对于小学的教育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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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戏是在音乐伴随下进行的,以发展儿童音乐能力

为目标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它作为一种游戏形式,在

培养儿童良好的音乐感知能力、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规则意识

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而教师的有效指导是小学生音乐

游戏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1 音乐游戏教学的重要性 

1.1 有效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探究欲,再加上音乐游

戏独特的娱乐性以及知识性,因此,在小学教育中融入音乐

游戏可以有效地激发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充分调动他们

的思维意识,这也就决定了在小学教育中引入音乐游戏的必

要性。此外,音乐游戏广阔的空间性以及自由的参与性能为

小学生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 

1.2 有利于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沟通 

交流在小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音乐游戏在小

学教育中的运用可以加强师生、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这

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教育中出现的单一交流模式,还能扩大小

学生的交流空间,在调动所有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促

进集体的进步和发展。 

1.3 有助于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音乐可赋予儿童一种积极想象与创造的方式,提高儿童

的创造能力。创造活动是创造性思维产生的基础。在音乐活

动中,创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利用创编活动促使学生

有兴趣地进行创造,并培养其创造的欲望,激发培养小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

动。 

2 音乐游戏中指导策略的问题分析 

2.1 指导主要运用指令、讲解的策略 

在教师语言指导行为中,教师常采用的语言指导策略有

讲解、询问、指令、澄清、建议、角色等几种。在实际开展

的音乐游戏的过程中,教师语言指导行为和非语言指导行为

并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应该相伴随进行指导的,教师的指

导应将讲解和示范结合在一起。教师的语言指导策略能让小

学生更清楚的获得游戏规则或动作,但为了获得对游戏规则

更为正确、清晰的认识,教师还应借助动作的示范讲解。动

作的示范是在视觉上帮助小学生获取信息,而讲解是在听觉

上帮助小学生加深记忆,这些指导策略都能帮助小学生加深

对游戏规则的印象。 

例如,在学习歌曲《母鸡叫咯咯》时,首先让学生知道这

是一首欢快的国外民歌,在歌唱上面会发现很多重复的音调,

可以让学生们观看视频关于母鸡在下蛋时咯咯的叫声,并让

学生进行模仿,通过使用 dol re mi fa sol la 这６个音节

进行学习,在遇到高音和低音转换的难度音节时,让学生通

过使用肢体语言的互动感受这首歌曲的高低音变化,遇到学

生不会的地方老师可以进行示范, 后与学生们进行互动,

相信在愉快而简单的氛围中,学生们可以轻松的掌握这首歌

曲的演奏方式。 

2.2 游戏指导者主动指导较多,小学生主动求助较少 

当前小学生教育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形态是非对称相

倚性。所谓非对称相倚性的互动就是指在互动行为进行的

过程中,互动行为主体中有一方根据自己的计划作为自己

行动的根据,根据自己计划实施行为的一方行为主体对互

动行为过程事先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他能够引导和控制两

人互动的发展方向及速度,而另一方主体似乎对互动本身

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在互动的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引导

的地位。 

但是,在实际中,教师介入小学生音乐游戏的时机和目

的往往并不是很明确,对音乐游戏介入的有效性相对较低,

无效和负效介入占一定的比例。教师主动介入过多,会导致

游戏中小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教师应调动小学

生的积极性,使小学生能主动参与到游戏的互动中,同时,

教师对小学生主动求助回应的针对性还需要加强。 

2.3 进行音乐游戏时更注重教育成分,忽略游戏成分 

教师对音乐游戏的性质定位直接决定着教师组织小学

生开展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教师对音乐游戏的指导行为。只

有当教师把小学生园音乐游戏的性质定位于“游戏”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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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或“表演”,并以促进小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作为组

织小学生开展音乐游戏的指导思想,用符合游戏活动本质特

点的方法来组织小学生的音乐游戏时,音乐游戏才能真正体

现出其本身的特征。教师指导音乐而游戏时往往忽略音乐游

戏中“游戏”这一本质特征,更注重“音乐”或“表演”的

特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表演游戏当中,教师往往非常注重

小学生动作的标准性,忽略游戏本身的趣味性,使音乐游戏

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在活动中,教师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表演游戏是小学生

自己“自娱自乐”的活动,要让小学生因为“好玩”而玩,

不要把表演游戏当成教师安排的一项任务,不能当成是在

为观众表演。事实上,小学生心中并没有“观众”,他们也

根本不在乎“观众”。促使小学生持续活动的原因是“好玩”,

这才是音乐游戏活动本身的属性,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要求

或奖赏。 

3 小学生音乐游戏有效指导策略 

3.1 游戏指导者应该避免使用命令性和强迫性的语言 

在组织音乐游戏中,教师常会使用到命令式的语言,

以让小学生在较短的时间接受游戏规则和服从游戏规则

的约束,例如“不行”、“站过来”、“拉着手”“往那边走”

等语言。这种互动的方式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教师是高度的控制者与游戏的主导者,而小学生只是服从

者。这种师生互动关系不利于游戏活动的顺利开展,不利

于小学生在游戏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主体地位,不利

于教师与小学生建立起良好的情感依赖关系。因此在音乐

游戏中,教师要减少带有强迫性、命令性的语言,要用平等

的语言与小学生交流,当不确定小学生的情绪体验时,教

师也可使用一种试探性的或者商量的语气与小学生进行

沟通,让小学生真正成为游戏的主体,实现自主性、创造性

的发挥。 

由于音乐游戏是音乐和游戏相结合的特殊性,很多游戏

的开展要和活动音乐合拍,因此教师在指导小学生音乐游戏

中难免会有着急的情绪,语言表现出小学生的催促。一方面,

教师为了跟上音乐游戏活动的比较快的节奏,并及时介入指

导,语言指导频率也较快；另一方面,教师在与小学生进行交

流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带来催促性的词语,如“快点”、

“马上”等词语,这些词语会让小学生一直处于被催促的状

态之中,感到紧张,这种紧迫感会让小学生在音乐游戏中的

表现更为拘束,影响小学生正常表现,从而让小学生有一些

焦虑或不安的情绪体验。原本轻松愉悦的游戏活动不但没有

给小学生带来快乐的情绪体验,反而会影响到小学生身心发

展。 

3.2 游戏指导者应鼓励小学生在游戏中亲身体验 

小学生是以直觉行动性思维为主,他们的学习是以直接

经验为基础的,是需要和物体进行直接的接触,通过感官来

认识和体验事物的。教师必须认识到小学生的学习方式,即

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中获得经验。如果小学

生的音乐游戏活动处于教师完全控制的话,小学生不仅不能

在游戏中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还会失去对音乐游戏活

动的兴趣。 

教师在设计音乐游戏时,就应该考虑到全体小学生,

根据全体小学生的游戏水平来设计,保证每一个小学生有

参与游戏的可能性。在音乐游戏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鼓

励每个小学生参与到游戏活动中,并且教师要尽可能的关

注到每一个参与游戏活动的小学生。如果班级中有个别小

学生的游戏能力较弱,不能很好的参与进去的话,教师也

应该鼓励其他能力强的小学生给予能力弱的小学生以帮

助。游戏中让每个小学生都能体验到自我展示的愉悦,感

受音乐游戏的欢快,积极参与到与其他小学生合作互动的

游戏中,体验同伴合作的快乐。在学习歌曲《春天在哪里》

时,告诉学生们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曲,用天真活泼的

语气歌唱美丽的春天,正好可以向学生们讲述春夏秋冬四

季的变化,想象一下春天美好的景象。可以让班里某位同

学假扮是春天的角色,与同学们在教室里进行捉迷藏的游

戏,同学们一边找春天一边则可以进行歌曲的学习,激发

学生们对歌曲学习的兴趣。 

3.3 游戏指导者要注重音乐游戏的游戏性 

音乐游戏是以音乐为媒介进行的游戏活动,归根结底,

它是一种游戏活动而不是音乐活动。音乐在其中只起到了

辅助的作用,并不能作为音乐游戏的主体。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教师对音乐游戏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在小学生园音

乐游戏中存在着“重表演、轻游戏”,“重音乐教育,轻游

戏体验”的倾向。教师更看重小学生在音乐游戏活动中是

否学会了感受节奏、快慢、强弱等,而对小学生是否有良

好的游戏体验并未意识到。所以,教师对音乐游戏的指导

更注重教育性,这种指导策略忽略了音乐游戏的“游戏性”

忽略小学生游戏的过程,追求“即演即像”的表演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音乐游戏当中的师生关系变成了指挥者和

被动执行者的关系,教师往往把自己对于音乐情节的理解

强加给小学生,音乐游戏中角色的对话、动作、表情等都

以教师的理解和标准为主,音乐游戏也就失去了其“游戏

性”,而成为单纯的“表演”。 

要改变这种倾向,教师在组织和指导小学生开展音乐

游戏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游戏性”先于“表

演性”,要按照游戏活动的本质特点来组织和指导小学生

的音乐游戏,让小学生在活动中产生“游戏性”体验。游

戏性体验是小学生在音乐游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心

理成分和构成因素。决定和影响小学生产生游戏性体验的

外部条件是小学生是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可能,活动的

方式和方法是否由小学生自主决定,活动的难度是否与小

学生的能力相匹配,小学生是否不寻求或担忧游戏以外的

奖惩。教师首先应当保证小学生拥有自由选择和自主决定

的权利,即小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表现的方式方法应

当拥有绝对的自由,而不是听从教师或由教师规定。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