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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音乐游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不少著名的音乐学家都主张玩音乐教学法[1]。在小学生的成长阶段，游戏

几乎是常伴其左右的。在游戏的过程中，小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其中，将自己

的天性充分的展现出来，内在的潜能也会随之被激发。所谓的音乐游戏是指以

游戏的方式进行音乐教学，音乐游戏不分你我。游戏中加入音乐元素，如：音

调、音色、节奏等。以游戏为载体，进行音乐教学。

在音乐课堂教育中加入音乐游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放松学生紧绷

的神经，还可以带动学生，使其对音乐产生兴趣，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在

游戏的过程中，学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团结合作精神，有

利于个体融入集体。此外，运用音乐游戏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音乐知识，

为学生今后的音乐学习打好基础。音乐游戏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使得教师要灵活运动音乐游戏，结合学生的特点的需求进行设置，充分发挥

音乐游戏的作用，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果。

二、音乐游戏的实际应用

（一）情境演出

对于课堂教学中音乐游戏的开展，应当从活跃课堂气氛做起[2]。音乐是一

门以听为基础的艺术，以往的音乐教学只是让学生们学习听歌、唱歌。这样局

限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感到枯燥。情景演出作为音乐游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

学生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并体验。如在《小动物唱歌》的音乐课堂教学中，让学

生分别扮演不同的动物，活蹦乱跳的小青蛙；温顺的小羊；凶猛的狼；可爱的

小狗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说小青蛙在唱歌呢，那么扮演小青蛙的学生

就发出呱呱呱的声音；如果说小羊在唱歌呢，那么扮演小羊的学生就发出咩咩

咩的声音；如果说：狼在唱歌呢，那么扮演狼的学生就发出嗷嗷嗷的声音，如

果说：小狗在唱歌呢，那么扮演小狗的学生就发出汪汪汪的声音。通过学生扮

演不同的动物，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世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比如在讲

解休止符的课堂中也采用情境演出的方式，这时就可以让扮演小动物的学生们

模仿动物的声音，但是在教师喊停的时候停止一切动作。通过情境演出，在这

样欢乐的游戏环境下，学生很快就能掌握什么是休止符，增加了音乐学习的趣

味性。

（二）创新参与

对于小学生来讲，不论是哪方面的教育，都力求培养其综合性。综合性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为学生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关创新意识的培养。



小学生的可塑性很强，思维也处在待开发的阶段。不只是数学教学可以开发小

学生的智力和思维，音乐教学也是一样。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也是小学音乐

教学的重要目标。通过引导学生参与音乐游戏，开发学生们的思维，激发他们

的潜能，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如在音乐课堂中在音阶的教学上，课前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教师在课前准备 7 个不同的瓶子，里面装面不同高度的

水。在课堂上让学生到讲台上分别敲击它们，引导学生注重感受装有不同高度

水的水瓶发出的高低，让学生了解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音阶。再例如，7 个学生

分别代表音阶中的不同音，让他们通过位置变换，简单尝试曲调的编制，并将

这些曲调记录下来，由教师为他们弹奏，再由学生投票选出最动听的曲调。这

样的创新参与，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思维，增强了学生们的创造力，也让他们

对音乐音乐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强化教育

如今，不少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对于家里唯一的宝贝，长辈们更是悉心

爱护，甚至达到了溺爱的程度。这样使得很多小学生形成自私自利、唯我独尊

的性格。进入学校这个集体环境后，很多小学生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不与他人

进行沟通与交流，经常会与其他同学发生冲突，不懂得友爱同学。学校不只是

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场所[3]。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在运用

音乐游戏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多设计一些有团队合作、培养互助精神的游戏。

如：鲜花爱雨露，学生扮鲜花和雨露，跟着音乐有节拍的一起打拍子并和老师

一同进行演唱，并按照歌词内容作出相应的动作。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学生们

团结在一起，不仅学会了演唱这首歌，也增进了彼此之间、与教师之间的感

情。除此之外，教师也应借助教学游戏这个方式，潜移默化的对学生们进行道

德教育，促进学生优秀品格的形成。如：可以采用歌舞表演的方式演绎《我爱

家乡，爱祖国》等作品，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意识。

结语：

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运用音乐游戏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不仅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加深了学生对音乐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小学音乐教师要充分发挥音乐游戏的重要作用，灵活运用音乐游

戏，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果，从而促进音乐教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