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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场景生活化，静态知识动态化——基于幼小衔接阶段
小学一年级音乐课堂教学生活化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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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如何能在一年级的音乐课堂教学中，将课堂活动游戏化、生活化，在课堂中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改善自己过于关注教
学活动中的“教”，从而侧重于学生活动的“学”。有效把握学生的学龄特点，结合音乐教学的动态活动，将音乐知识融
入活动与游戏中，更加形象地将音乐知识以递进式、启发式、生成式等方式呈现，让学生在生活体验中理解音乐、创造音
乐。

关键词

幼小衔接；音乐课堂；生活化教学

【作者简介】蔡丽（1982-），女，中国湖南益阳人，本

科，从事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1 引言

针对一年级音乐课堂活动的设计，正确把握小学低年

段的教学方法，将音乐要素与生活变通，并有机融合，不仅

能集中学生学习的注意力，还能将音乐知识趣味化，教学与

生活融释贯通，从而激发学生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创造音

乐的能力；在生活化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关爱他人、爱生活

的积极态度。

案例背景：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

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教基〔2021〕4号）的文件指引，

文件中主要举措第二点指导意见：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

式，国家课程主要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综合化等方式实施，

强化儿童的探究性、体验式学习。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幼小

衔接，从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着手，通过恰当的方式使其迅

速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通过改善课堂教学构建幼小衔接教

育长效机制，使幼小衔接教育的质量得到根本提升，最终实

现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针对如何能在一年级的音乐课堂教学中，将课堂活动

游戏化、生活化，在课堂中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改善自己过

于关注教学活动中的“教”，从而侧重于学生活动的“学”。

有效把握学生的学龄特点，结合音乐教学的动态活动，将音

乐知识融入活动与游戏中，更加形象地将音乐知识以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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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发式、生成式等方式呈现，让学生在生活体验中理解

音乐、创造音乐。以下教学活动是笔者在课堂教学中的初尝

小试。

2 案例事件与过程

2.1 创编情趣源于生活

花城版一年级上册第 1课《我今天上学喽》，歌曲《去

同学家》，首先全班分两支队伍，从背上书包听着二拍子歌

曲《我今天上学喽》，随音乐节拍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教室

开始感受音乐情绪；第二遍聆听歌曲时站在座位旁跟音乐律

动，根据二拍子的特点做师生、生生问好的律动，在音乐律

动中熟悉歌词，学习生活中见面问好的礼节 [1]。

其次模拟排队取水的生活场景，全程由节拍器辅助，

以便学生基于稳定拍进行节奏传递游戏，将歌曲中的四分音

符和二八节奏由队伍最后一名同学创编成简单的两小节节

奏，其他同学都按取水排队的队形站好，由最后一名同学用

手在前面同学背上轻轻拍出创编的节奏，以此由后往前传

递。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学生注意力非常集中，所以队伍内

没有任何声音及打闹的举动。在一年 3班的课堂中，有同学

传递节奏时中间有停顿，当最前面一位同学反馈他所接收到

的节奏时，大家都发现中间有停顿。以此为契机，笔者告诉

同学们，音乐中的停顿用休止符表示，最后我们开始尝试了

四分休止符的节奏接龙，学生兴趣高涨，自称在创编节奏时

感受到神秘的四分休止符的“魔力”。以这种节奏传递的游

戏融入生活场景中，学生对节奏的创编兴趣盎然 [2]。

2.2 课堂生成启于生活

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在幼小衔接的阶段保持学生的“人

际关系”“学习方式”“社会结构”“学习环境”与幼儿园

不断层，既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又能吸引学生主

动探索学习内容，让静态的知识动态化，进而进一步激发课

堂教学的生成。

花城版一年级上册第 10课《感知音乐力度》，其中一

首歌曲《是谁在敲》，从课堂导入就将学生带入安静的阅读

环境，以一段 2页纸的绘本中的简短故事吸引学生安静阅读，

阅读开始约 30秒，教师同时扮演妈妈和弟弟的角色，边唱

歌曲《是谁在敲》边在黑板上用不同的力度敲击，声音的力

度也随着人物的不同而变化，从而引出“音乐中的力度”。

以真实的生活场景导入歌曲，结合生活场景提炼出相关的音

乐要素。

歌曲学唱时由学生自选有声音力度变化的生活场景，

比如午睡、写作业、去朋友家等敲门的生活场景，引导学生

回顾生活，并在音乐中再次体验生活。

学生乐而忘返，对歌唱时把握声音的力度变化游刃有

余 [3]。这时，有位同学十分焦急的举手说：“老师，如果我

进奶奶房间轻声敲门没反应，是不是这时候可以用强的力度

敲门呢？”这位同学简单描述奶奶由于心脏病发作，在一次

敲门无人回应后发现奶奶已晕厥，所以从此改变了家人的敲

门方式，有了由弱到强的变化，如许可以迅速了解特殊情况

的发生。此时，同学们的思维展开了，不同的生活场景用不

用的力度，而特殊的场景还需要加上力度的变化。

小组讨论时各组把歌词改成了不一样的生活场景，歌

唱时能突出力度的变化，也有了歌唱时声音渐强的变化，虽

然在演唱歌曲时渐强的力度表现并不理想，但他们对音乐

中的力度有了自己的探索，并寻找出许多力度变化的生活场

景。如消防车由远及近的渐强变化，蚊子在耳边环绕渐强与

渐弱的循环变化等生活场景。课堂的生成就这样启迪于生

活，不仅能在生活游戏中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还能培养学

生主动关爱他人的道德品质 [4]。

3 案例总结与反思

在笔者的课堂生活化尝试中，通过生活场景游戏在生

活中找寻音乐中的音高、音色、节奏、节拍、速度、力度变

化等音乐要素，将音乐活动结合学生取水、排队、收拾学习

用品等校园生活，这些校园活动都是小学一年级入学训练中

的主要内容，将这些等待无趣的训练融入音乐课中，学生能

根据音乐节奏、乐句的听辨融入训练，不仅增强了生活的趣

味性，更能培养学生养成安静聆听音乐、安静行走、文明排

队、和谐相处的好习惯与好品质 [5]。

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音乐教育教学要遵循去幼儿化

与加小学化整合的教育教学过程。所以针对一年级音乐教

师，应该首先了解幼儿园活动规律及特点，熟悉幼儿课堂活

动的设计方法，正确把握小学低年段的音乐教学方法，将音

乐要素与生活变通，并有机融合，不仅能集中学生学习的注

意力，还能将音乐知识趣味化，教学与生活融释贯通，从而

激发学生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创造音乐的能力，在生活化

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关爱他人、爱生活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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