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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teaching is the key cont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stage. Effective optimization of music teaching can 
simultaneously promote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owever,	integrating	the	new	system	into	the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teaching	can	better	ensure	the	scientific,	
effective and targeted music teaching.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and discuss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the 
value applied to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under the new 
system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ers and effectively optimize and adjust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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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教学是现阶段小学教育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对音乐教学做出有效优化可以同步推进智育教育、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促
进学生的综合发展。而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融入新体系可以更好地保障音乐教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论文也将目
光集中于此，主要从新体系的概念内涵及应用于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价值和新体系下小学音乐教学的改进策略等多个角度展开
论述，希望通过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小学音乐教师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对小学音乐教学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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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阶段人们逐渐认

识到学生成长是多维度、多角度的，在教育展开的过程中不

能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还需要从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出

发对教学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小学音乐教学也同样如此。

而新体系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应用、对小学音乐教学方法

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可以为打造高效课堂、促进学生综合素

养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在分析新体系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的改进策略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新体系的概念内涵及在小学

音乐课堂中应用的价值。

2�新体系的概念内涵及应用价值

新体系是中央音乐学院针对中小学音乐教学提出的一

种教学理念，融合了三大音乐教学方法，具体包含雅克 . 达

尔克洛兹的体态律动学音乐教育体系、卡尔 . 奥尔夫的奥尔

夫音乐教育体系以及佐尔坦·科达伊的科达伊音乐教育体

系，汲取三大音乐教育体系的优势和特长对小学音乐教学做

出有效优化和调整。如图 1 所示，其特点在于充分尊重中小

学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发展需求，提出了中小学音乐应当是大

众型音乐而非是专业型音乐教育，在教育感知开展的过程中

需要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

图 1�新体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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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体系融入小学音乐教育中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新体系教学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知识理解，对于

很多小学学生而言，因为其认知能力处于待发展阶段，因此

小学学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音乐知识过于抽

象、难以理解，而新体系的融入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充

分关注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兴趣，强调帮助学生积累感性

音乐经验。这可以让学生在感受音乐学习魅力的同时深化学

生对于音乐素材的理解。相较于理性、抽象、技巧性的音乐

知识讲解，这种以自我情感体验为主、以音乐实践活动为主

的教学方法，能够以学生更能接受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概念

知识。

其次，新体系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应用对于促进学

生人格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事实上，音乐教学作为

一门艺术类教学学科，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德育教育价值，

因为在小学音乐教材中所选择的音乐作品不仅在音乐技巧

上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同时从其创作背景、表达情感以及作

者生平经历等多个角度来看都是极具德育教育价值的。新体

系的融入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之上深

化学生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感知，让学生更好地与音乐作

品建立共情，进而更好地发挥音乐作品情感渲染能力和价值

观念引导功能，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 [1]。

最后，新体系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引入有助于丰富

学生的知识储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学生的核心素

养发展。一般而言，在核心素养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从知识

储备、思维能力和人格发展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而新体系

的融入则可以较好地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学生知识理解，同时

也可以以更加具象直观且具有趣味性的方式让学生们掌握

正确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们积累音乐实践经验，促进学生

思维能力发展，更可以利用音乐共情能力相对较强的特质促

进学生的人格发展。

因此，新体系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融入是十分必要

的，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

3�新体系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改进策略分析

3.1�设计实践活动，调动学生兴趣
如何通过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现阶段教育研究

的重点和核心，尤其是在素质教育理念推广以后，学生学习

兴趣调动问题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传统教学方法下

课堂氛围枯燥低沉，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性

不强，尤其是小学学生正处于好动贪玩的年纪，如果不对教

学方法做出优化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则会导致学生在知识

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出现溜号、走神等相应的问题，影响

最终的教育效果，而音乐实践活动的引入则可以较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同时在新体系中也明确指出了需要将音乐实践活

动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实施途径，教师可以结合小学学生的

兴趣特点做好活动分析，对教学形式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

例如，可以发现很多学生对于《浏阳河》这类的民歌

歌曲学习兴趣是相对较低的，这时教师就可以通过实践活动

设计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实现感官联动，

在强化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共情能力的

基础之上，通过多感官联动让学生们感受音乐学习的魅力和

乐趣所在。教师可以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引入接力唱、打拍

子、合唱等相应的小游戏。此外，教师也可以在教学展开的

过程中让学生们以身体为乐器，强化对于《浏阳河》韵律节

奏的理解和感知，通过拍手、跺脚等多种实践方式，以一种

全新的方式演奏音乐 [2]。

事实上，将身体作为乐器演奏音乐感知音乐也是雅

克·达尔克洛兹体态律动学音乐教育体系的代表性成果，可

以通过身体动作来强化学生体验，把握音乐作品想要表述

的情感传达的观念，提高学生的音乐共情能力。教师在实践

活动设计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关注小学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展需求。从小学学生音乐作品的理解困

境、小学学生的兴趣特点等多个维度对实践活动作出有效优

化，避免实践活动设计过于枯燥既影响了课堂秩序、降低了

课堂效率，也无法达成预期的教学效果 [3]。

3.2�构建教学情境，强化学生理解
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就现阶段来看，在小学音乐教

学中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音乐知识对于学生而言抽象

性、概念性相对较强，学生往往无法从音乐旋律中感知作者

想要表述的情感、传递的观念，而这时情境教学的应用则显

得十分必要，教师可以通过情境构建的方式以更加直观的手

段展开授课，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例如，在讲述《杨柳青》这一篇音乐作品时，教师就

可以通过视频资源、图片资源、音频资源的有效应用更好地

帮助学生们感受《杨柳青》描绘的景色，从具象化景观中感

受《杨柳青》想要传递的思想情感，提高学生的共情能力。

事实上，情境化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应用的应用手段是相

对较多的，教师除了可以通过视频资源、音频资源、图片资

源的引入来强化学生的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助学生积累感性经验以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构建教

学情境，如图 2 所示。

图 2�小学音乐教学中情景构建方法

其一，教师可以立足生活以生活资源为情境构建的根

本，让学生们回忆一下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景色、自己

在自己遇见这些景色时心理感受是怎样的，也可以就校园中

的景色展开分析，让学生们讨论一下在校园中的哪片区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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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时会让你想到《杨柳青》这篇音乐作品。通过生活情境、

生活资源的引入让学生们在有限的生活经验中汲取借鉴和

参考，强化音乐鉴赏能力，感受音乐想要传递的情感 [4]。

其二，教师可能引入一些具有趣味性的情境构建活动。

例如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一个情景剧。分析一下《杨

柳青》这首音乐作品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播放才可以起到烘托

剧情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学生在情境去分析的过程中会深入

讨论《杨柳青》想要表述的思想情感、描述的内容，进而更

好地感受音乐作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手段的应用方法以及

应用效果。这可以在强化学生学习体验的同时提高学生对于

音乐的感性认识、感情理解，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情境

构建方法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 [5]。

3.3�“群曲”教学，深化学生感知
群文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事

实上，群文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融入也可以达到较好

的效果，教师可以通过群曲教学的方法帮助学生们积累经

验，深化学生的理解和感知，同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样，以《浏阳河》这篇音乐作品为例。《浏阳河》

属于民歌，因此学生的学习兴趣相对偏低，这时教师在教学

展开的过程中也可以引入一些节奏相对较快、符合于小学学

生审美兴趣的民歌，一方面以学生们较为喜爱的歌曲为切入

点，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民歌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为学生

们欣赏《浏阳河》、了解《浏阳河》提供更多的助力和参考。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民歌对比的方式让学生们更好地明确

不同民歌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

不再将教学的目光仅仅局限于薄薄的一本教材，而是向学生

们普及《浏阳河》以及其他民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创作者的

生平经历等等，然后设置疑问，让学生们思考一下《浏阳河》

和其他民歌想要表述的思想情感、传达的价值观念是什么，

学生们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和分析。学生们在了解其

他民歌以及《浏阳河》创作背景等相应信息以后可以更好地

抓住《浏阳河》的情感特点和表述的思想意识，而小组合作

探究的过程也是思想交锋、观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会相互交流观点和看法，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来分

析音乐作品。这又可以让学生在相互交流下相互借鉴，尝试

着用不同视角分析音乐作品，在强化学生作品理解的同时促

进学生共同发展。

除了同类型的音乐作品融入以外，教师在教学展开的

过程中也可以就教学曲目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搜索相应的

音乐资源，并通过视频播放的方式让学生在视觉、听觉联动

的基础之上深化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认识。通过这种方式，

在丰富学生知识储备、打开学生视野的基础之上，让学生们

更好地积累音乐鉴赏的感性经验，提高学生音乐作品的共情

能力，为学生的音乐鉴赏技巧理解提供更多的保障和助力 [6]。

4�结语

新体系下对小学音乐教学方法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可

以更好地发挥音乐教学的学科优势，促进学生综合发展，更

好地融合智育、教育、德育教育和美育教育，教师需要引起

关注和重视，教师可以从构建教学情境、设计实践活动、群

曲教学方法应用等多个角度共同着手，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

的发展需求、学龄兴趣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做出优化，促进学

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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