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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体验式学习”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研究
康　纯

（湖南湘江新区思沁学校，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在音乐课程中，多感官体验式学习是通过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让学生参与到音乐欣赏、表达活动中。多感官体验式教学加深

学生对音乐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让学生在参与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强化认知和情感，加深学习体验，今进而强化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使学生掌握音乐学习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基于此，本文对多感官体验式学习在小学音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分析了具体的应用策

略，为小学音乐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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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继续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教师定位

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在音乐课程中，以学生为主体，

最关键的是要让学生融入到音乐中。多感官体验式学习通过多元

策略激活学生的多重感官，使得学生融入音乐中，体现了学生的

学习主体地位。在应用多感官体验式学习时，教师要创新思路，

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技术，落实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为音乐教

学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本文提出了几种多感官体验式

学习法的应用策略，以期为小学音乐教学提质工作做贡献。

一、多感官体验式学习的概念

多感官体验式学习是一种典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让学生在体验中思考、探究。

多感官体验式学习往往需要教师引入丰富的教学资料、活动、案

例、实践等，营造出自由、生动、鲜活的认知生态，让学生在体

验中思考、交流、感知、内化，让学生们开展交流、协作、创新，

使得学生以更高的热情参与到学习中，让学生在良好的学习体验

中自觉思考，自主发展核心素养，助力认知发展。多感官体验式

学习使得学生将知识与环境、问题和应用有效联系，引导学生在

情境中展开知识应用，使他们主动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引导

学生展开思考创新，增加思考深度，进而促进学生发展创新能力。

多感官体验式学习作为教学改革背景下诞生的一种全新、高效、

宽泛教学策略，借助“情境”提高课程的趣味性、感染力、丰富性，

让学生在情境中充分体验、感知，能够优化学生音乐课程中的学

习体验，提高课程学习质量。

二、实施多感官体验式学习的必要性

（一）深化学生对音乐的理解  

随着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

音乐课程是一门艺术类课程，对于强化学生的人文底蕴、艺术感

知力具有重要作用。在音乐课程中实施多感官体验式学习模式，

就是激活学生的多重感官，让学生在音乐课程中深度体验，促进

学生吸收音乐中的审美元素，发展审美能力，让音乐素养成为学

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多感官体验

式学习帮助学生挖掘音乐作品的深层意义，将音乐教育和人文教

育进行整合，充分展示了音乐课程的魅力，提升了音乐教育的价值，

与全面发展理念相契合，与综合性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学习音

乐需要学生具备想象力，透过声音联想到更多东西。多感官体验

使得学生将声音、画面、味道、触感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散思维。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音乐中蕴涵着人们对自然、社会、自

我的思考，在多感官体验式学习中，学生在艺术欣赏和实践中得

到内心的触动。

（二）强化学生的音乐表演技能

多感官体验式学习基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论发展起来，

其特色在于“体验”，认为教学活动应该是“实践出真知”。在

小学音乐课程中，多感官体验式学习让学生在音乐课程中进行实

践，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音乐，可以有效强化学生的音乐技能。

由此，音乐课程变为实践练习的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在探索

中获取知识，并通过实践检验知识，使得学生从被动接受的学习

状态转变为主动求知的状态，使得教学工作的立体化、生动化、

形象化、直观化等特点越来越突出，让学习变得活泼有趣。

三、“多感官体验式学习”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配合身体舞动，体验音乐情感

体态律动是音乐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使得学生融入音乐节

奏和旋律中，想象音乐表现的画面，唤起人的内心深处的情感。

对于小学生而言，通过身体律动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带来的各种

感受，为了帮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

舞动，将自己对音乐的感受用肢体舞动来表现出来。

例如，在教学《草原赞歌》时，教师将“体态律动”应用到

课堂上，让学生伴着音乐舞蹈、旋转，使学生通过身体语言来感

受歌曲赞美草原的情感，感受马儿驰骋的快意。这首歌节奏明快，

学生伴着旋律仿佛进入到辽阔的大草原，在草原上放声歌唱、尽

情舞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将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

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理解这首歌曲的主要思想感情，再引导学生

通过肢体动作来表现这首歌曲。例如，在演唱“天上闪烁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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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呀星星多”这句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用手指的张合动作来表现

星星闪烁的样子，在演唱“天边漂浮云彩白呀云彩白”这句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手向天空抚摸过去，就像抚摸轻柔的云朵一

样。通过这些身体动作，学生的多重感官也被激活，尽情感受歌

曲所表达的快乐。总之，教师能让学生在音乐中运用节奏来表达

情感，从而加深对音乐的理解。

（二）拍打音乐节奏，感受音乐旋律

打节拍可以让音乐节奏更直接地体现出来，听着节拍学生学

习音乐的效率可以有效提升，这是因为节拍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听

觉。小学音乐教学需要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学观念，灵活地调整教

学模式，使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口头上的知识传授，而是

要鼓励学生融入到音乐感情中，使学生的身体与大脑协调起来。

打节拍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拍手、跺脚、捻指、晃动等。相较于

体态律动，打节拍更简单，操作性更强，可以变成学生的一种不

自知行为，因此在音乐课堂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教师可以在课

上引导学生养成打节拍的习惯，用节拍放大学生的听觉，进而打

造一个更高效的音乐课堂。

例如，在学习《丰收的喜悦》这首歌曲时，教师让学生用手

指轻拍桌面，边打节拍边学唱，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对于音乐接

受力好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改变这首歌曲的节奏，用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全音符来表现这首歌曲。四分音符的节

奏较慢，八分音符的节奏较四分音符快一些，前十六与后十六音

符的节奏更快，如同奔跑的骏马一样。教师要根据歌曲的特点指

导学生感受节奏，让学生融入到音乐的旋律和节拍中。

（三）创设音乐情境，优化学习体验

直观画面激活学生的视觉，对于学生理解音乐同样具有重要

意义。信息化教学技术为学生带来了丰富的教学视频、音频、图片，

可以创造出视听结合的音乐课堂。以多媒体图片、音乐和视频等

形式，以丰富的色彩，生动的画面，形象的声音，打破学生对传

统小学音乐课堂的固有认识，呈现一幅生动直观的画面，创设良

好的音乐情境，使学生在音乐情境中体验音乐。教师可以应用信

息化教学技术打造音乐学习情境，通过情境调动学生多重感官，

实现多感官体验式学习。

例如：在教学《月光下的凤尾竹》这节课时，教师运用信息

技术展示歌曲中所描述的情景。教师可播放这样一幅图片：静谧

的夜色，弯弯的月亮挂在深蓝的天空，月光洒下，使凤尾竹林显

得淡雅、朦胧而柔和，再播放这首歌曲。在让学生直观地感受这

首歌曲描述的画面的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并音乐情调。教师穿插

导言：“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总会有天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

天上数不清的星星。本节课为大家展示了月光下凤尾竹林的样子，

现在让我们聆听这首音乐，来感受月光下的凤尾竹的静谧美好。”

运用信息技术将歌曲所描述的画面呈现出来，使音乐课堂更直观、

更形象、更生动、更有趣。教师应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使其

与学生的生活场景和教材内容相结合，不喧宾夺主，将学生的思

维引到情境中，从而完美地展开音乐教学。

（四）设计音乐游戏，在游戏中体验

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音乐理解、音乐欣赏跟个人体验密不

可分。音乐审美教育建立在音乐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很多音乐

知识较为抽象，难以用语言直接描述，对此，教师可设计一些音

乐游戏，通过游戏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引导学生分析作品中的

和声、节奏、旋律等各种音乐要素。

比如，儿童歌曲中有一些小跳音和大跳音，它们节奏鲜明、

音高富有变化规律。用音乐软件辅助音阶识别，让小学生展开练习。

同时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给不同的音阶标注不同的图案。比如，

用青蛙蹦蹦跳跳比喻小跳音，用小猴子翻跟头比喻大跳音，将音

阶直观进行表达，让学生感受大跳音和小跳音之间的跨度。观看

这些趣味化的多媒体视频，学生对音阶形成更感性化的认知，进

而强化音阶识别能力。又如，引入律动法，让学生配合音乐做击

掌、跳跃等动作，同时通过动作与音乐的配合，引导学生感知音

乐节奏。之后，教师可以去掉屏幕指导，让学生跟随音乐的旋律

和节奏自主击拍、跳跃，在律动过程中感受音乐的时值和节奏型。

这种快乐的击拍、跳跃动作直接让学生对音乐节奏形成身体记忆。

借助信息化技术，教师还可以播放各种风格的音乐，在不同音乐

的对比中，让学生感受节奏、音色、音阶等的不同，增强学生的

音乐理解能力，并拓展其音乐知识面。

结束语

多感官体验式教学将学生引入到音乐情境之中，让学生在体

验中进行思考，在思考中进行创造，让音乐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在多感官体验式教学模式下，课堂氛围比较活跃，学生不抵触学

习，通过亲身体验，陶冶性情，在音乐实践中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激发出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教学模式。在多感官体验式课堂中，教

师要走进学生的内心深处，与他们一起经历学习知识的过程，体

验这一过程中的企盼、等待、焦虑、兴奋等各种心理，与学生一

起分享学习音乐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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