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索 89

摘要：音乐是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陶冶情操和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有很多小学生
对音乐缺乏兴趣，需要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把培养小学生学习兴趣作为重中之重。本文就如何提高小学生
音乐学习兴趣，重点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促进小学音乐教学更好地开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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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探讨
文/罗欣

一、互动教学，带动兴趣
虽然音乐课堂的教学时间较短，但是小学生年纪

小不成熟，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保持良久的注意力，若
老师长此以往只用相同的教学方式，将自己置于主体
地位，不顾学生意愿，讲解教材内容，很容易给学生
带来反感情绪，不仅学习效果差，还会对音乐课堂产
生烦躁感。因此，在小学音乐中，老师要分析学生特
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互动式教学，改变以
往乏味的课堂氛围，让整个课堂充满兴趣，激发学生
兴趣，提高音乐教学质量。

例如：在实际教学中，音乐老师选择教材歌曲
要是学生喜欢的，引导学生们上台表演，演唱完毕之
后，还可以设置评价环节，让其他同学对演唱学生的
表演加以评价，然后老师再结合评价和演唱进行指
导，对于好的地方积极表演，对于存在失误的地方要
加以含蓄的指导，避免打击学生信心。最后，老师将
正确的音乐方法和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互动教学
的开展，可帮助学生较快了解知识点。

二、引入童话故事，激发兴趣
小学生的情感丰富，不过理性思维较差。一般来

讲，小学生不会对看书、朗诵有兴趣，同时也不会产
生情感共鸣，甚至还会有讨厌情感在。基于此情况，
老师可以将课堂上要讲解的歌曲改编成童话故事，以
童话故事的形式，将歌舞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再
结合适当的肢体动作，将学生们引入到童话的场景中
来，让学生们在童话中了解所学内容，在心情愉快的
基础上，更短时间内学会歌唱。

三、加入游戏，激发兴趣
小学生的注意力很难做到长时间内的集中。因此，

老师可通过一定办法来吸引学生注意，让学生能够集中
起来学习音乐。游戏教学便是充分吸引注意力的一种方
式。在音乐教学过程中，老师可引入游戏，通过游戏来体
现音乐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融入了游戏的课堂，无疑
是有趣的，快乐的，也便于激发学生音乐潜能。

例如：老师在讲解教材中较枯燥的概念性音乐
知识时，可借鉴电视采访节目中“知识问答”这一环
节，将乏味的音乐知识改编成一道道具体的问答题
目，选择班长当主持人，其他学生充当选手，然后开
展问题抢答。在这一环节中，在提高学生兴趣的同
时，也无形中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理论性的
音乐素养得以提高。

四、融入舞蹈，激发兴趣
音乐与舞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音乐教学中，老

师要按照小学生对舞蹈的喜欢，将其融入课堂中，从
而激发兴致。

例如：在音乐课堂中，随着优美的音乐旋律，学生
可以表演一段舞蹈，适当引导学生跟着旋律走，随着旋
律舞动起来，或是让学生们自由表演，通过肢体动作随
意表现对音乐的情感。在此过程中，可释放学生天性、
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享受音乐、掌握
知识，最终音乐水平也将提升至另一个档次。

五、运用乐器，培养兴趣
音乐乐器在音乐中运用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一种

学习方式。小学生好奇心较强烈，对于乐器所展现出来
的音乐世界有浓厚的好奇心，从而加强了学习音乐的兴
致，学生们想要通过乐器来展现自己对音乐的掌握，赢
得老师以及同学们的夸奖。因此，老师在音乐教学中，
可借助乐器来教学，比如口琴、拍板等。开展乐器教
学，在提高学生兴致的同时也能提高其音乐素养。

例如：欣赏《北京的金山上》这一歌曲时，可
以用口琴来表演歌词格调，带给学生们一种全新的体
验。同时打开了学生的好奇心，大家都想亲自用口琴
吹奏，一下子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另外，老师还可
以实施分组，将学生们分成小组，小组间成员共学
习、同进步，加深学生对演奏技巧的掌握。并且，老
师要给学生提供表演的机会，可以是课堂表演，也可
以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让学生在不断
的实践中练习，提高音乐能力。

六、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观的关键期，

老师在开展音乐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小学生自身特点，
结合其兴趣开展教学，在音乐课堂上，将互动教学、童
话故事、舞蹈、乐器、游戏等元素融入进去，由此提升
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其音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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