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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民歌教学策略探索

●徐　娟

　　

[摘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音乐的启蒙阶段,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知识水平都较低,立足核心素养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而民歌是音

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情感表达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

民歌教学应立足学生视角,充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阐述了核心素养背景下小

学音乐民歌教学的策略,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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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新课改的逐步推进，在小学音乐教育中，除了要

向学生传授一些音乐知识与技巧之外，更要注重对

他们的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加强对学生音乐

细胞的培养，提升学生的音乐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欣赏能

力，从而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 核心素养教学法是目前世

界著名民歌教育方法之一，在小学音乐课堂上系统性应用可

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改善传统小学音乐课堂的单

调乏味，使学生更专注于课堂。 因此，要想让学生在课堂

上积极主动地学习民歌音乐，就必须有一套有效的课堂教学

策略。 在这一点上，笔者着重阐述了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可

以有效运用的小学音乐民歌教学策略，从核心素养与小学音

乐民歌教学相结合的意义，再引申到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

乐民歌教学的具体策略，以提升学生对小学民歌的学习兴

趣，并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与小学音乐民歌教学相结合的意义分析

音乐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审美感知素养，即对音乐艺

术听觉特性、表现形式、表现要素、表现手段及独特美感的

体验、感悟、理解和把握；艺术表现素养，是通过歌唱、演

奏、综合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活动，表达音乐艺术美感和

情感内涵的实践能力；文化理解素养，文化理解是音乐核心

素养中最重要的一点。 小学音乐民歌教学应当注重学生音

乐核心素养的培养，将教学方式与核心素养的要求紧密结

合。 通过合理运用核心素养教学法，特别是将其与我国的

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促进小学音乐民歌教学的不断

突破和创新。 对于当前的小学音乐民歌教学对象学生来

说，他们的基础知识较弱，大多数的学生之前都没有接触过

民歌的相关知识。 因此，在学习民歌的时候，他们的学习

兴趣不高，导致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将核心素养教学法合

理地运用到小学音乐民歌教学中去，通过合理地设置课程内

容和课程教学方式，创造性地对传统的小学音乐民歌教学方

式进行适当的改良和突破，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得到提升。

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音乐民歌教学策略探索

(一)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小学音乐民歌教学中，教师应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在音乐课堂上体验到

音乐的快乐，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美好，从而爱上民歌教学。

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在课堂

上积极投入，才能激发他们对课堂参与的兴趣，从而使他们

更好地参与音乐教学并掌握民歌相关知识。 小学民歌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在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民歌的

挖掘，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民歌魅力。

例如，在教学小学音乐人教版四年级上册《杨柳青》一

课时，教师可以先从同为江苏民歌的《茉莉花》入手，由学

生熟悉的民歌作为引子，激发她们对民歌学习的兴趣。 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展示扬州的景色图片，再缓缓播放《茉莉

花》一曲，调动课堂气氛，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播放的是大

家耳熟能详的江苏民歌《茉莉花》，图片中的城市也是《茉

莉花》的发源地——扬州，扬州的美景自古以来就是很多文

人墨客所称赞的。 通过对扬州的介绍和引入，奠定了民歌

的基调，也让学生沉浸在江南美景美歌之中，之后可以再通

过教授江苏民歌《杨柳青》，让学生从中感受了解江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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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动听、清新流畅的浓郁风格，再让学生用轻快、活泼的

声音演唱《杨柳青》，并鼓励学生尝试用江苏方言来演唱。

最终让学生用自然优美的声音来演唱歌曲，尽可能将江苏民

歌的韵味唱出来，感受扬州民歌的地方特色。

(二)挖掘民歌素材

民歌是一种奇妙的艺术和文化，其创作过程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 但从目前小学民歌教学现状来看，学生对民歌了

解不够深刻，学习兴趣也因此不高。 教师在教学中应加强

对民歌音乐知识的挖掘，为学生创设更多民歌学习情境。

民歌听起来阳春白雪，但实际上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

教师可以从生活的细节中挖掘民歌素材，让学生对民歌不再

感到陌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民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师可以根据小学生年纪小爱热闹的特征，开展以“快

乐的节日”为主题的歌曲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学习不同节日

氛围、天气变化、花鸟果树等因素下的民歌，如“传统节

日”主题歌曲教学活动。 在这一主题的民歌教学中，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我国传统节日充分了解后进行民歌教学，

如“春节”，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思考在春节的时候有没有听

过什么相关的民歌，如果有学生回答的话，就对学生的回答

作出评价。 如果学生回答的是可以用来教学的民歌，那教

师可以教授学生了解的歌曲；如果学生回答的不是民歌或不

易教学，教师也应在鼓励之后再向学生教授其他的相关民

歌。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对民歌学习的兴趣，

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传统文化。 总之，教师应充分挖

掘民歌素材，以小学民歌教学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

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学习民歌、了解民歌的机会，让学生

在音乐活动中体验民歌学习带来的快乐。

(三)优化课堂教学过程

在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课堂当中，教师往往充当单向的

教授者角色，学生只能单方面地接受老师教导的知识，对课

堂的参与度不高，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长此以往，对于音

乐学习的兴趣也会减弱。 因此，教师应当优化课堂教学过

程，采用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教学等方式相结合的教学过

程，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去，从而调动学生参与

课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民歌的兴趣，从而提

升课堂效率。

例如，在学习小学音乐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西

部风情》这一章时，教师可以先播放《依马呀吉松》这首藏

族民歌，让学生先熟悉一下这首歌曲。 之后可以让班级里

音乐素养较好的学生表演一下这首歌，在纠正她们的错误并

确定他们的演唱没有错误之后，教师可以让这些学生去教学

其他学生，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去。 之后再

以小组的方式逐层教学下去，让学生自主学习这首歌曲。

最后，教师可以总结这首歌的难点和易错点，并鼓励他们在

听歌的过程中学会唱歌，之后每次鼓励不同的学生做“领头

羊”开展教学。 这样的教学过程既减轻了教师负担，也让

学生百分百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民歌

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有效地提高了课堂质量和教学效率，也

有助于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

(四)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对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有着直接的

影响，所以，在日常的民歌教学中，要重视对教学活动的创

新和设计，要以全体学生为中心，要有针对性，要符合小学

生的学习需要和能力特点。 这就需要老师在教学中不断改

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来满足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学习需要，

从而提高民歌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如多媒体教学等方法，

就可以让音乐知识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形象。 同时，现

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音乐课堂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

源，教师要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 如利用网

络信息技术进行民歌教学，让学生观看音乐视频，了解音乐

背景知识，欣赏民歌，使学生可以在网络上对民歌有更深层

次的了解。 教师也可以通过“中国音乐教育网”“中国教育

电视台”等网络平台，播放民歌视频等，并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将多媒体课件、音频等资料上传到课堂教学平台中，以供

学生课下进行学习和欣赏。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或音频资

料，不仅能够加深对民歌的认识，提高学习民歌的兴趣，还

能掌握更多的民歌知识和技能，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效率。

因此，在小学音乐民歌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创新教学方法，

以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民歌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劲

头，使其主动参与到民歌学习中来。

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方式。 多媒体教学不但

可以用来播放音乐和教学课件也可以用来播放有关民歌教学

的电影，通过电影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进而引申出民歌教

学。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小学音乐三年级上册《放马山

歌》一课时，教师可以先用多媒体播放影片《小马鞭》，作

为民歌教学的引子。 这部儿童影片讲述了草原上长大的男

孩昂萨尔想要一匹属于自己的马，骑着它成为出色的赛马选

手，这时马儿“飞来克”来到了昂萨尔的生活里。 在他和

哥哥争夺骑马权时，飞来克受伤了，昂萨尔和家人努力治好

它，扬起马鞭重返赛场。 与此同时，昂萨尔也想赢得赛马

大会的奖品——骆驼，让骆驼带着他的小伙伴美丽去找远方

的爸爸。 这一部影片广受好评，拍摄跨越四季，春天的草

长莺飞，夏天的苍山碧野，秋天的层林尽染，冬天的冰晶雪

莹，美丽的景色吸引学生兴趣的同时，激烈的赛马也让学生

对“马”产生兴趣。 之后，教师可以趁机教授《放马山歌》

一曲，在学生刚看完电影正兴致昂扬的时候教学，不但能最

大程度上地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了民歌背后蕴藏着的文化以及艺术魅力，使学生对民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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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感兴趣。 同时通过让学生体会影视作品中画面与背景音

乐的结合，有助于学生提高音乐鉴赏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

音乐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五)有效利用音乐游戏

游戏教学方式无疑是广大小学生最喜爱的教学方式之一

了，通过游戏教学可以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学

习音乐。 音乐本就脱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音乐与课

堂教学游戏相结合，也有助于学生在游戏中提高音乐赏析能

力。 在小学音乐民歌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与民歌相

关的音乐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加深对民歌的理解和感受，

提高对民歌学习的兴趣。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音乐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五

十六朵花》一章时，教师可以通过开火车的方式向学生介绍

五十六个民族和他们背后的民歌文化。 教师可以挑选出几

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然后将自己装扮成导游的角色，学生

变成游客的角色，借助多媒体播放图片音乐和视频，让学生

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场火车游戏之旅。 教师可以以“同学们

好，这节课老师准备带大家去旅行，那里的人们不仅服饰和

我们不同，他们的音乐也很有特色，让我们乘上音乐火车，

来一趟音乐之旅，赶快出发吧！”这样的语言来吸引学生的

兴趣，之后再逐个介绍不同的民族和民歌。 以藏族为例，

教师可以播放学生学习过的藏族民歌《多么快乐呀，多幸

福》，并通过多媒体展示西藏的景色图片，来告知学生火车

到达了西藏。 之后，教师可以依据课件内容进一步介绍西

藏和藏族的风土人情等知识，在介绍完毕之后，教师可以以

导游的身份教授学生简单的藏语。 例如，教师可以用课件

展示藏族女孩卓玛的照片，并介绍：这位藏族小姑娘卓玛，

说把这条洁白的哈达献给我们火车上的小乘客们，并对大家

说一声“扎西德勒”，大家知道“扎西德勒”是什么意思

吗？ 之后教师可以公布答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最

后，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再次演唱民歌《多么快乐呀，多幸

福》，并在结尾处加上“扎西德勒”，让学生对这趟旅行更

加难忘，同时对民歌学习的兴趣也会愈发浓厚。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音乐民歌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应结合实际情况，对传统小学民歌教学进行改革和创

新。 教师应充分挖掘民歌素材，将民歌教学与学生的实际

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民歌的兴趣；同时优化课

堂教学过程，运用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

性；最后合理创新教学内容，设计合适的教学活动，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 多措并举，有效提升小学民歌教学的效率和

质量，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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