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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当下，小学音乐教育作为培养学生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的重要阵地，其教学质量与效果备受关注。小

学生正处于形象思维占主导、好奇心旺盛的阶段，传统音乐教学中单调的练声、视唱及机械学唱模式，难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

性，无法满足其对音乐知识探索的渴望。而情境创设艺术为音乐课堂注入了活力，通过营造与教学内容相符的氛围，能有效激发学生情感

共鸣，让他们在身临其境中感受音乐魅力、理解音乐内涵。基于此，本文针对小学音乐教学中情境创设展开研究，阐述了情境创设的应用

价值与应用原则，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旨在优化小学音乐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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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境化教学，这一重视学生情感体验及实践技能锻炼的教育

模式，在基础教育领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该教学模式主张通过

构建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仿真的现实场景中学

习，以此实现知识更深刻理解和掌握。在音乐教育领域，这种教

学策略显得尤为关键，鉴于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融合情感与情境的

艺术。学生通过对多样化音乐作品的背景知识探索，以及在演奏

或演绎时的情感融入，能够更深入地领略音乐的独特魅力，进而

提升他们的音乐感知力和表现力。

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情境教学法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通过构建与学生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学习环境，教师能够

将原本抽象的音乐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易于把握的形态，使学

生们在参与活动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比如，在教授某一民族的

特色音乐时，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参观该民族文化的展览，或者邀

请民间艺术家来到课堂进行表演，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体会音乐

的独特魅力。同时，教师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构建虚拟的学习

场景，例如播放相关视频资料，或使用互动软件模拟表演情境，

以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情感共鸣和审美鉴赏

在特定教学环境中，学生与音乐之间的情感联系更为紧密，

这种情感交融跨越了听觉，涵盖了视觉、触觉等多元感官体验。

例如，当学习描绘自然景色的音乐作品时，教师可策划户外实践

活动，让学生在自然环境中感受音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领

会作品的情感深度，还强化了他们对自然之美的感知。此外，教

师可引导学生通过讨论、绘画或写作等形式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以此提升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解读与欣赏能力。情境化教学还着重

于音乐与日常生活的关联，通过构建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教学

情境，让学生明白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也是传达个人情感与体

验世界的重要途径。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在音乐领域的知识及技巧的掌握

在真实的生活化场景中，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牢固地记

住音乐的基本理论，诸如音阶、节奏、旋律等基础概念。教师通

过引导学生加入合唱团或乐队进行实践练习，让学生在真正的音

乐演奏过程中感悟和声与节奏的至关重要性，这种方法相较于枯

燥的理论灌输更能加深学生的认知。此外，情境化教学倡导学生

亲自动手操作，例如使用简易乐器进行即兴创作，或通过舞蹈动

作来展现音乐的节奏感，这些实际操作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转

化为实际操作能力。

二、小学音乐课堂中运用情境式教学的实施原则

（一）真实感原则

在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为了实现音乐教学的核心素

养目标，教师需在课堂上构建一个贴近真实的教学环境。因此，

在实施情境化教学时，教师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感原则，向学生呈

现直观、生动的教学场景，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从而产生真实

的学习感受和积累丰富的知识。然而，真实感原则并非要求教学

情境与实际完全一致，而是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背景，引导他们

形成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进而提升音乐创作的能力。特别是对于

小学阶段的学生，他们的思维能力尚在发展中，容易分散注意力。

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课堂热情，促使他们全

神贯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

（二）审美引领准则

音乐教育旨在通过美来启迪人心，这也是构建教学环境的核

心理念。在教学场景中，审美元素对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

令人愉悦的审美体验同样能激发他们在音乐素养和思维上的无限

拓展。鉴于此，教师在构建教学场景时必须坚持审美引领准则。

这一准则倡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样化手段，引入丰富多彩

的教学资源，激活学生的听觉、视觉、触觉等感官，深化他们对

音乐的感知与领悟，激发学生情感的升华。此外，审美引领准则

不仅注重学生对于美的感受，更着眼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技能，使

他们能在积极的审美观念指导下，拓宽思维视野，增强对音乐作

品的深入理解和感受。

（三）辩证思考原则

在音乐教育过程中，不能仅仅依赖感性的审美体验，更应注

重理性的思维培养。唯有打造出感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相互促进

的教学氛围，核心素养教育的目标方能真正扎根。因此，教师在

构建音乐教学情境时，必须恪守辩证思考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

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充分尊重学生的思维成长空间，指导学生感知

音乐中的思维方式，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对音乐知识进行深入的思

考与实践。以小学音乐鉴赏课程为例，教师可通过声音和图谱的

运用，构建多样化的教学场景，锻炼学生的思维技能，让学生在

掌握知识的同时，通过参与音乐表演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进而实现音乐的再创作。

三、小学音乐教育中情境营造的策略

（一）激发学习热情，引入课程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一个有效地导入环节能迅速唤醒学生的

求知欲，使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音乐的学习之中。特别是对于小

学生，他们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教师可以运用情境导入法来激

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运用情境导入法时，教师需考虑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兴趣，挑选合适的情境。比如，教师可以借助故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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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述与音乐作品相关联的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亦或是

游戏情境，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以人音版五

年级上册第 1 课《渔舟唱晚》的教学为例，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展

示一些黄昏的景色图片。教师向学生展现一幅黄昏时分，夕阳映

照在闪烁的湖面上，渔夫唱着愉快的歌曲，满载丰收的画面，让

学生闭上眼睛进行想象。同时，以《渔舟唱晚》作为背景音乐，

使学生对该曲子产生初步的感知和想象。此类情境导入，不仅能

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音乐作品，提

升他们的审美鉴赏力。

（二）情景交融，深化领悟

在小学音乐教学新知识的传授环节，教师需深度剖析音乐作

品精髓，将抽象乐章巧妙转化为鲜活情境，以此激活学生的感知

与领悟能力。课堂应构建为充满活力的音乐互动场域，让学生都

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与音乐进行深度对话。在这样的学习环

境下，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音乐探索的主动参与者，

在音乐的天地中尽情探寻其美妙与魅力。以人音版五年级下册第 5

课《京韵》为例，该单元聚焦京剧艺术魅力。教师可利用虚拟现

实（VR）技术，为学生打造沉浸式京剧舞台场景，使其仿若置身

于京剧演出的现场，近距离感受京剧的独特韵味。接着，组织学

生分组进行京剧创意表演，鼓励他们大胆改编唱腔、设计动作，

以创新形式展现京剧特色。表演结束后，教师通过线上论坛发起

话题讨论，引导学生分享对京剧历史文化、艺术特色的感悟，在

交流互动中深化对京剧的认知。这种方式让学生全方位体验京剧

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三）情境浸入，实践演示

深化情境浸入意味教师需在教课中运用各种策略构建起鲜活

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情境，引导学生们深入其中，体验音乐的节

奏与情感。提倡实践演示旨在强调教师在教学中应着力提升学生

的实践技能与展示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参与音乐作品

的创作、伴奏等实际操作，以此激发他们的创新力和展示才能。

在情境浸入与实践演示的环节，教师还需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尊重学生的个性成长。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学习路径和长处，

教师需根据学生的个性，引导他们在音乐学习的道路上发挥自己

的长项，从而提升学习成效。以人音版四年级下册第 6 课《摇篮曲》

的教学为例，首先，教师可通过多媒体手段向学生介绍摇篮曲的

创作渊源和音乐情境，让学生领略这首曲子的温馨与平和。接着，

在学生对乐曲有了深入理解之后，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创作，

让学生依据自己的想象与感受，尝试编创属于自己的摇篮曲。在

创作过程中，教师可提供一定的辅导与建议，助力学生顺利完成

创作。最后，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演奏，展示他们的作品。此种

教学方法不仅能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和展示能力的发展，还能加深

学生对音乐的感知与理解。

（四）优化鉴赏，丰富体验

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已在音乐鉴赏课

堂中广泛应用。通过构建逼真情境，能让学生深度领略音乐独特

魅力，进而提升音乐鉴赏技巧与审美素养。面对不同主题的音乐

作品，教师需采用差异化情境教学策略。对于以动物或人物为主

题的曲目，教师可引入故事演绎或角色扮演的方式。比如，在欣

赏描绘小兔子形象的音乐时，教师引导学生分组创编小兔子在森

林里活动的故事，并将音乐融入其中，学生通过肢体动作、表情

以及对音乐节奏的把握，诠释自己创编的情节。这种方式激发了

学生想象力，促使其创新思维活跃起来，在演绎中深化对音乐作

品的理解。在教授描绘田园风光的音乐时，教师播放乡村田野的

视频，有金黄的麦浪、潺潺的溪流，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更易展

开联想，深切感受音乐所传递的宁静与美好，体悟作品内在魅力。

而针对表达作者情感的曲目，语言情境的运用尤为关键。教师可

向学生讲述歌曲创作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内容，激发学生预习

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探索。在学习一首表达思乡之情的歌曲前，

教师详细介绍作者远离家乡的生活境遇，学生带着对背景的了解

去聆听音乐，更能体会其中的情感。在此基础上，借助多媒体音频、

视频等媒介，从视听多维度呈现音乐作品，助力学生抽象思维能

力的发展，为其深入理解音乐内涵筑牢根基。

（五）问题驱动，激发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构建问题驱动的教学场景，能够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促使他们自发地围绕音乐作品进行深

入思考，从而加深对作品背景的理解，实现教学目标。在具体设

计问题驱动的教学场景时，教师需准确掌握教学的重难点，据此

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逐步解决，激发他们对音乐的深入感知。

此外，在构建问题驱动的教学场景时，教师还需重视为学生构建

一个良好的思维环境，引导他们有效利用网络资源、教科书等丰

富资料来分析问题和探究问题。例如，在《小狗圆舞曲》音乐鉴

赏课程中，为了提升学生的乐曲体验，增强舞蹈生动场景的感知，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精心设计一个问题驱动的教学场景。在此场景

中，教师先抛出问题：“从‘小狗圆舞曲’这个名字中，大家能

想象出小狗在做什么吗？”，促使学生基于标题展开联想，而后

播放音乐，引导学生通过拍手和手心接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听

后感受。在播放过程中，教师提出思考问题：“大家听，小狗的

步伐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你从哪些音符或节奏中听出来的？”

促使学生关注音乐节奏与音符变化，从音乐中寻找问题答案。当

音乐进入高潮部分时，教师可提问“这时小狗可能遇到了什么有

趣的事情，让音乐变得如此欢快激昂？”鼓励学生依据音乐情绪

的变化，发挥想象力编写故事，将音乐理解从单纯的听觉感受上

升到情节构建，深入体会音乐所传达的情感与氛围。通过问题的

引导，学生能够不断深入挖掘音乐作品，拓宽音乐鉴赏的维度，

形成对音乐课程的积极思考，进而有效培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结语

综合来看，情境化教学作为一种与新课标相契合、贴合音乐

学科特性、紧扣小学生学习特性的教学模式，其在教学实践中的

应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音乐教师必须不断提升

自身的教学能力，拓宽教学思路，深刻领悟情境化教学在实现核

心素养教育目标中的关键作用和深远价值。在教学设计中，教师

应遵循真实情境、审美引导以及思辨培养等原则，为小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构建教学情境的过程中，教师

需结合学生所处年级、教材特色以及教学目标，进行灵活融合、

精确定位和精心设计，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成效，使小学音乐课

堂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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