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教学，让音乐课堂妙趣横生——浅谈游戏性音乐课堂教学的有

效策略

摘要：新课改的不断推进，音乐教学课堂也开始有了新的教学模式。作为综合性的音

乐教学活动，游戏教学开始展露出积极影响，给音乐教学课堂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以游

戏的形式结合音乐教学，通过肢体动作游戏去积极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协调感知能力；通过

游戏体验教学去培养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提升对音乐审美能力；通过结合多媒体展示

的游戏教学去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对音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继而可以有效提升音乐课堂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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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更是实践的艺术。作为最直接有效体验感知音乐的方式，课堂中

“枯燥的音符”总是提不起学生的兴趣，而音乐游戏课堂，让学生在游戏中聆听音乐，可

以在同时满足孩子的游戏心理和音乐学习的行为的前提下，也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和教

师上课效率。

音乐游戏，一种较为特殊的韵律活动。以游戏的方式学习音乐，有音乐的内容来进行

游戏，紧密联系起音乐和游戏，让学生可以在轻松和谐积极的游戏氛围中来进行音乐的学

习，以此带来较为积极的音乐教学效果。通过游戏的方式引入歌唱、律动，引导学生体验

和探索音乐，增强学生在音乐课堂的参阅热情和学习兴趣间。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

力和节奏把握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知成长 ，激发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提

升音乐素养。

一、动作游戏提升协调与感知



法国著名启蒙学家卢梭在《爱弥儿》认为，儿童是有游戏的天性，应以自然的教育为

中心，使儿童自由成长。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中也说用肢体运动去表现学院，可以使学生

直接体验音乐，也体现了动作游戏的可行性。

利用游戏的形式引入唱歌、律动和演奏等方式去带动学生，把音乐作为一个载体，用

音乐的内容去进行游戏，去引导学生进行对音乐的探知，与此同时，用游戏的方式来学习

音乐，让学生在音乐课堂的学习过程中去让学生有更加轻松积极的心态，更加容易而深刻

的去感受音乐。体态律动就是身体的本能，身体随着音乐的伴奏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去训

练学生的自我表现力和创造力 ，提升学生的节奏感。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一年级《花儿朵朵》时，作为一首少数民族歌曲洋溢着积极热闹的

氛围，在学习之前可以，先进行一些 2/4 拍 ，3/4 拍变化拍子来让学生们进行一些身体的

自由的律动，让学生去体会一下拍子变化的感觉。熟悉旋律之后可以指导学生学习摆手舞 ，

随着歌曲的律动练习肢体脚步的动作，左右左、右左右 ，再结合手部的上下上下，直到最

后扭动跨步 ，练习几次后再整体结合起来通过拍子的变化来进行肢体动作的游戏，通过走

步的方式来体会节拍节奏的变化。再如在教授四年级上册的《水花花 ，泥巴巴》时，由于

音乐本身就富有着浓厚的生活情绪 ，想要去捉泥鳅的急切心情 ，旋律层层递进，侧重于教

学学生感受真正的山野童趣。可以首先让学生们在聆听音乐时自己随着音乐进行自由的肢

体动作，然后再教学旋律教学声势教学，随着节拍的变化 ，强、弱、次强、次弱，让同学

们分四个小组 ，分别对应通过跺脚、拍腿、拍手、拍腿来进行节奏训练，为歌曲来进行简

单的音乐自我伴奏，以此进一步对节奏有更好的把握。

在以感受和欣赏为主的游戏教学中，小学生本身就对自然环境的节奏有着本能的感知

力，让学生通过这种动作游戏的形式学习音乐，可以更简单容易的去了解到歌曲节奏的变

化，体会到歌曲所想要表达的情绪，也提高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参与程度，以学生为主体，



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音乐创造力。

二、体验游戏提升音乐审美

美的价值总是以情感的直接表现而作为依据。而通过欣赏音乐，往往让人们在听觉感

官的刺激下也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视觉冲击。因此，在游戏教学中加入有意识的音乐实

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歌唱和演奏实力的同时，也注重提升学生的艺术表演能力，在有效利

用好游戏教学的情况下，让课堂更加愉快和谐，在互动和情感的交流下提升学生对音乐的

情感体验，进而提升对音乐审美感受。

如在教学苏教版二年级《包子剪子锤》，歌曲的旋律比较流畅，节奏比较明确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包子、剪子和锤分声部来进行合唱游戏训练 ，将学生分为三个小组，让学生

学习看乐谱 ，做找茬游戏，找出歌曲中包子剪子锤分别出现了多少次 ，顺势去引导学习去

感受下出现重复地位的旋律接走的变化 ，随着伴奏当音乐放出提示时，相对应的分组才能

进行演唱，引导学生去争取合唱，判断乐曲的渐强渐弱 ，来帮助学生去感受和声的效果 ，

同时加入手脚拍击动作，及时发现和指正学生的力度和节奏把握问题。通过利用游戏的方

式去进行有效的训练 ，配合学生年龄段去匹配难度去进行教学，让学生可以学唱简单的旋

律，同时感受到节拍和拍击的节奏。

以表演节奏，分组合作的形式来进行游戏活动教学，通过聆听—模仿—体验—探究的

音乐模式去发散学生思维 ，一步一步将普通的教学转换成较为高级的教学活动形式 ，采用

低年级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让学生去参与到音乐中，在整体上去体验音乐，然后去表现

音乐，感知音乐的变化。游戏的设计注重于日常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可以对音乐的认识从

感性转化过度到抽象，从生活的声音入手去帮助学生感受力度，综合性肢体的表现，以合

唱的游戏形式去整合整个音乐教学，让学生拥有充分的变现展示平台，获得较好的音乐感



受，在音乐实践中去提升学生对音乐感知和音乐审美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的音乐艺术素养。

三、结合多媒体培养思维创造力

学生的智力结构就仿佛是一个调色板，包含着音乐、语言、逻辑和空间能力等等，在

音乐教学过程中，游戏辅助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起到一定的积极

影响。在小学阶段，学生也正处于一个从感性认识开始慢慢要转化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而

音乐教学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去用情感的角度的感受认识世界，良性的游戏教学可以积极

发挥有效辅助教学的功能，在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可以很大的推动课

堂效率的提升。

在教学苏教版四年级《野蜂飞舞》，可以创设情境利用多媒体播放各种昆虫的声音，

引导学生关注所播放昆虫声音的特点 ，快慢强弱或者音调的高低等等。 初听音乐之后 ，让

学生感受野蜂的速度，让学生伴随着音乐自然而然的做出动作表现出所听到的乐曲中野蜂

的感官形象 ，根据乐曲的节奏启发学生感受该曲的情绪感受和表达 ，指导学生根据音乐利

用肢体线条去表现野蜂的飞行行为和飞行的路线。复听放音乐，然后让学生们拿出纸和笔 ，

在听音乐的同时，让学生想象将野蜂的飞行路线用线条描绘出来 ，让同学们根据自己所画

的线条去感受这首歌的力度和节奏的变化。在展示第二部分的时候 ，指导学生随音乐表现

出野蜂刺蛰的行为 ，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听到的音乐，充分发挥自己的发挥想象力去有意识

的表现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音乐形象。根据分阶段的教学学习 ，配合学生的记忆和思维能力，

讲授在感性思考下的学生在音乐课堂也可以积极通过理性的思考去解决问题 ，通过学生自

身根据音乐的节奏节拍 ，充分发挥对音乐的想法 ，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理解音

乐的感性和情感表达。

游戏教学相比于传统教学，增加了多媒体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有效加强学



生真实感受。利用微课片段，可以真实对比音乐的变化，让学生真实感受体验每个乐曲相

应的不同效果，让学生在亲身参与的音乐课堂游戏过程中感受身临其境，体验效果更佳，

也更容易让学生接受便于学习。寓教于乐，以学生为主体，开启了学生的创造之门，在潜

移默化之中养成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新思维。

总而言之，将游戏引入音乐课堂教学之中，把学生立于课堂之主体，在玩中学习，真

正在有意识的感性体验中去教授学生学习音乐所来的音乐技能以及积极和谐的教学氛围，

让学生在音乐教学课堂中，能够通过音乐的游戏教学，激发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积极主动的

了解感受音乐，为进一步的音乐学习奠定基础；通过游戏体验教学，互动教学自然而然的

去提升学生的音乐审美；通过多方式结合游戏教学，更直观的展示音乐，有利于学生获得

知识和技能，增强反应能力和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也就自然而然的可以提升课堂效

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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