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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课堂图谱教学现状研究
孙妍妍

（苏州相城实验小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基于现代化教育教学视域下，小学音乐教师应在先进教学理念的引领下积极探寻优化课程结构、创新教学模式的有效措施，

旨在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基于这一背景下，教师可以尝试引进图谱教学法来辅助开展教学活动，旨在将抽象、晦涩的音乐知识

和技巧变得形象、风趣起来，使得学生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音高、旋律、节奏以及曲式结构等概念和要素，最终能够丰富学生的课堂体

验与感知，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体验和鉴赏水平，取得预期的教学成效。如何在小学音乐课堂上灵活运用图谱是当前教师们亟待解决的

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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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小学音乐课程教学有效性，教师应果断摒弃传

统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思维，能够在深化学生对音乐内容认知和

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同时，还能够促

进素质教育的有效落实。为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需尝试引进

新颖且有效的教学措施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其中

图谱教学法有着操作简单、应用效果突出的特点，教师通过图谱

教学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把握音乐中情感内涵，最终能够切实提升

音乐课程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以笔者教学经验为切入点，分

析小学音乐课堂图谱教学的现实意义，剖析图谱教学中所存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措施，旨在为小学音乐课程教师实施课程

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一、小学音乐课堂图谱教学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学生音乐感知能力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还未形成成熟的认知思维和完善的知识

体系，其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解、记忆歌词、

旋律方面比较困难。若是教师在音乐课堂上引进图谱教学法能够

生动形象地为学生展示音乐的歌词、节奏以及旋律，降低学生学

习音乐课程的难度系数，同时，还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

能力，深化他们对乐曲的认知和理解，最终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

成效。

（二）启发学生音乐审美潜能

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可知，小学音乐教材中收录了各种国内

外经典音乐作品，每首曲子中都蕴含有丰富的情感意识和价值内

涵。此时，教师可以借助图谱教学法来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提

供图片和视频来帮助他们直观地学习音乐作品，并感知音乐作品

中所传达出的情感和思想，使得学生能够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进而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的审美

潜能，锻炼学生的音乐思维，最终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提高学生音乐想象能力

在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可以通过引进图谱教学

法来为学生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从而能够活跃课堂氛围、调动

学生情趣，使得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领下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音乐

课程学习和探究中，并体验音乐带来的美感，丰富学生的音乐包

体验。另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图谱教学来凸显音乐作品特点，使

得学是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想象音乐节奏、旋律，并通过勾勒画

面来进行情感想象，这样，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音乐现象能力，

最终能够提高音乐课程教学质量。

二、图谱教学中所存问题问题

结合笔者对图谱教学现状的分析可知，在图谱教学中仍存有

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课程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同时，

还无法充分发挥图谱教学法的应用成效。

（一）图谱类型选择不当

如今，市场有着多种多样的图谱类型，并且不同类型的图谱

也有着不同侧重点，比如教师多会采用节奏图谱来帮助学生突破

音乐学习中节奏难点；教师还可以采用结构图谱来帮助学生辨别

音乐的基本结构。但是很多教师存在图谱选择的问题，从而导致

图谱的运用不够得当，最终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无法完

成既定的教学目标。若教师采用错误的图谱类型，会影响学生对

音乐内容的理解，甚至还会导致学生更加迷茫，课程教学质量不佳。

（二）图谱运用目的不明

图谱教学法是小学音乐教师辅助开展教学活动的常用手法，

教师采用图谱的目的在于完成音乐课程导入、重难点教学、情感

渗透，满足不同学生提出的学习需求，最终能够顺利完成既定的

教学任务。但是结合笔者的实践调研可知，很多教师存在运用目

的不够明确的问题，并未结合教学需求来落实教学方案，最终导

致学生对音乐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理解不够深刻。比如教师在

为学生讲解《山谷静悄悄》这首曲目时，曲谱中的休止符是本节

课的授课重点，虽然教师采用图谱的方式展现出了休止符，但是

并未深刻阐述图谱的出现目的，只是带领学生进行拍手动作，最

终导致学生无法将拍手和休止符联系起来。

（三）图谱运用分析不深

教师应充分意识到教学反思在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教师

定期进行教学反思是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教

师并未对教学准备、教学过程进行客观分析，最终导致教学评价

不够客观和深刻，同样，也无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甚至还会

导致他们盲目自信。比如教师在借助图谱开展教学时，存在因为

运用大量图谱而导致学生忽视音乐本质的问题，最终很难把握音

乐作品的曲式结构。但是教师在结合教学结果进行教学反思时，

并未发现自己在运用图谱中的存在的不足，最终导致课程教学质

量无法得到切实提升。

三、小学音乐课堂图谱教学的路径探究

（一）借助图谱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教师应尝试将激趣教学纳入到重要教学任务中，从而能够采

取有效措施来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内需与动力。基于此，教师应

在音乐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下开展教学工作，不断激发学生的音

乐学习兴趣，使其能够沉浸到音乐课程学习中来享受音乐，为后

续应用多元化教学方式奠定基础。小学阶段的学生很难长时间地

集中注意力来学习知识和技能，久而久之，便会导致学生失去学

习热情和动力，为改善这一教学现状，教师应在音乐课堂教学中

引进音乐图谱，旨在助推有效的音乐教学。其中小学音乐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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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各种音乐图谱，比如有动作图谱、动物图谱、乐器图谱以

及线条图谱，以上这些极具形象化的图谱能够帮助学生理解音乐

歌词、把握音乐感情，最终能够深刻掌握旋律、节奏以及强弱冯

音乐要素。比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雁儿飞》这首曲目时，可以

借助“大雁飞行时的排列方式”来设计图谱，其中一只大雁则代

表一个音乐，需要结合旋律中的高低音来错落有致地将大雁排列

起来，从而能够使得学在哼唱旋律的同时，能够跟着大雁飞行路

线来画出旋律路线，从而能够大致掌握歌曲的旋律走向。这样，

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高低音的变化，还能够使得学生掌握音乐旋

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能够提高音乐课程教学质量。

（二）借助图谱帮助学生掌握音乐要素

教师需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讲述音乐要素，即构成音乐的基

本元素，比如高低、强弱、旋律、节奏等等，而以上提及的音乐

元素是音乐课程教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重点教学内容。教

师需可以借助图谱教学法来帮助学生理解晦涩、抽象的音乐要素，

帮助他们突破学习瓶颈。比如教师在要求学生欣赏《打字机之歌》

B 乐段时，可以用粗细不同的线段来表现音乐的强弱，并将线段

依据旋律中的高低音排成小山坡状的图谱，使得学生能理解高低

音、训练的上行和下行走向。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还可以鼓

励学生一边听曲一边看图谱，使其能够结合音乐旋律来把握其强

弱特点，并鼓励学生借助肢体动作来表现旋律变化，比如可以通

过打开双手上举来表现旋律的上行，可以反方向下收来表现旋律

的下行。这样，通过为学生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能够使得学生

在视听双重享受中获取知识点和技能点，感知音乐的强弱和节奏，

为后续教学奠定基础。另外，又比如教师在为学生播放《春游》

这首曲目时，该首曲目是典型的同头换尾的音乐作品，为使得学

生能够清楚地把握这一特点，需要在学生熟练掌握歌曲旋律之后，

鼓励学生一边哼唱一边观察图谱。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开展以

下引导“同学们通过观察图谱，是不是可以清楚地发现，前两个

乐句的节奏是相同的，并且仅仅知识结尾处有所不同，这样的歌

曲我们可以较为同头换尾。”教师还可以不断深化学生对音乐的

感知，不断提高他们的音乐学习能力。

（三）借助图谱辅助学生把握音乐形象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了解到每首曲目都有其独特的音乐形象，

教师可以通过引进图谱来帮助学生感受音乐形象，使得他们能够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产生音乐联想，从而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

堂学习。比如教师在讲解《狮王进行曲》这首曲目时，便可以为

学生营造威风凛凛的狮子形象，并使得学生在浑厚低沉的弦乐中

感受狮子威风凛凛的神态和坚定有力的步伐，之后，还可以引导

学生将低沉的上下行钢琴旋律想象成狮子的吼叫。基于此，教师

可以借助狮子的脚印和弧线来制作图谱的，并结合乐曲的节奏的

舒缓、旋律的高低以及音的强弱等特点来进行颜色区分。之后，

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图谱来张开双手随乐行走，并在模仿狮

吼旋律的同时能够在空中划出行走弧线，这样，能够深化学生对

旋律的记忆和对音乐形象的感知。

又比如教师在讲解《在钟表店里》这首曲目时，可以先引导

学生鉴赏歌曲，并抛出以下探究性问题“请同学们思考自己所听

到的音乐形象是怎么的？”之后，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来

为学生展示摇摆钟、布谷鸟钟、小闹钟的图谱，帮助学生分辨以

上几种不同的钟声，进而能够理解歌曲中引子和间奏等抽象性的

概念，最终能够深化学生对音乐作者的认知和理解。

（四）借助图谱深化曲式结构认知理解

教师应充分意识到曲式结构是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构成元素，

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小学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若

是直接教授学生 ABA 或 ABC 结构类型，学生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甚至还会引发学生的抵触心理。鉴于此，教师应采用新颖且有效

的教学方式来辅助开展教学活动，其中音乐图谱这种新型的教学

方式有着显著的应用成效，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习惯、思维

方式来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基础水平的图谱。教师可以借助

形象的图谱来引导学生鉴赏乐曲，感知旋律，体会元素，最终能

够深刻理解和把握乐曲的结构，使得整个课程教学质量得到稳步

提升。比如教师在讲解《小狗圆舞曲》这首曲目时，由于该首曲

子属于典型的三部曲式结构，有着较快的节奏，在较短的引子之

后便是快速的旋律，这种欢快活泼、诙谐幽默的音乐刻画出了顽

皮好动的小狗在愉快地玩耍。之后，乐曲风格有所变化，进入甜

美抒情的部分，使得人们的心情顿时悠然自得起来。紧接着，又

转化到了快速的音型，在小狗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又开始欢乐地

玩耍。在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引领学生跟着音乐来画出

每一段图谱，使得学生在此过程中感知音乐旋律，掌握曲式结构。

（五）借助图谱发展学生音乐鉴赏水平

教师应在核心素养的引领下开展课程教学，即教师在完成基

础教学任务之余，还应着重培育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从

而能够不断提升他们的核心素养，感知到音乐作品中的情感内涵。

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引进图谱来帮助学生把握音乐的内涵和本质，

并理解音乐作品中的情感价值，最终能够使得他们的审美鞥呢了

和审美水平得到切实提升。教师探寻合适契机俩引入图谱，能够

帮助学生深化对音乐作品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内涵的认知，

从而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心情感，使其能够借助音乐作品来抒发情

感。教师灵活应用图谱开展教学，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的思

考能力、想象能力，最终能够启发学生审美潜能。由于班级内学

生对音乐作品的感受和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教师应借

助图谱来帮助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发现美、感受美、鉴赏没。这样，

不仅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音乐教学价值，还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的

音乐鉴赏水平，丰富他们的课堂体验与感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基础现代化教育教学视域下，小学音乐课程教师

应承担起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输送优质人才的教学重任，其中

可以大胆引进图谱教学法来辅助教学，尝试借助图谱激发学生音

乐学习兴趣、辅助学生把握音乐形象、深化曲式结构认知理解、

发展学生音乐鉴赏水平，最终能够在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和歌唱技

能的同时，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音乐核心素养，完成既定的教学

任务，与此同时，还能够切实推进音乐课程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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