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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黄　燕

　　

[摘要]新课标对小学古诗词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通过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对

古诗词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充分感受古诗词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音乐是一门听

觉艺术,是人们情感的外化.将音乐与古诗词教学相结合,能够提高古诗词教学的效果,增强学生对古诗词

的理解.本文对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展开探究,以期能为广大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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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意义上的小学古诗词教学注重学生对诗词的背

诵、默写等。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和实施，小学古诗

词教学改革正在逐步进行，小学语文教师在小学语文古诗词

教学中应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环

境，激发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感受到古

诗词中蕴含着无限美的意境和丰富的情感。 同时，也要注

重培养学生对音乐这一艺术形式的兴趣和爱好。 在小学语

文诗词教学中应用音乐对学生进行教学，能够丰富课堂内

容、提高课堂效率、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对诗词的感受

能力和理解能力。 本文结合实际教学案例，对小学语文古

诗词教学中音乐应用的方式方法进行分析，旨在为广大小学

语文教师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

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音乐

功能与文学结合，可以提升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欣赏能

力，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识。

首先，音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节奏和韵

律。 通过将古诗词配以适当的音乐旋律和节奏，使学生更

好地把握古诗词中的诗意和脉络。 音乐可以将文字的节奏

和情感表达得更加生动和鲜明，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古

诗词中的美。 其次，音乐可以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情感体

验。 音乐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力，通过调性、速度和声音

的变化来传递情感。 将古诗词与音乐相融合，让学生更深

入地体验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欣赏

古诗词的美。 最后，音乐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创

造力。 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通过参与音乐创作和演

唱，学生可以培养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创作能力。 他们可

以通过选取合适的乐曲、编写配乐等方式，对古诗词进行再

创作，从而培养自己对古诗词的独特理解和表达方式。 因

此，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通过音乐的融入，能够提升学生

对古诗词的理解力、欣赏力和创造力，让他们更加热爱并深

入地体验古诗词的美。

当前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现状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小学古诗词教学常常被忽视或被边

缘化。 一些学校和教师更加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考试成

绩，而忽略了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 同时，小

学古诗词教材的内容较为单一，重点放在了文言文语法和字

词的解释上，而忽略了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欣赏。 这使得学

生往往只是死记硬背，缺乏对古诗词的真正感悟。 而一些

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仍沿用传统的讲授和背诵方法，缺乏互

动性。 这使得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和参与度不高，教学效

果受限。 古诗词教学往往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脱节，

学生可能难以理解相关文化背景和意境，对古诗词产生了疏

离感。

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积极的变化和进展。 一些学校

和教师开始运用多媒体技术，如音频、视频等，为学生提供

更具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古诗词教学资源。 有一些学校和社

会组织开展了古诗词朗诵、演讲比赛等活动，鼓励学生参与

其中，增强对古诗词的了解和热爱。 还有一部分教师试图

将古诗词融入其他学科教学中，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

形式结合，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养。

综上所述，尽管小学古诗词教学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

战，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和进展。 重视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和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素养，将有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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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利用音乐让学生体会古诗词的意境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用音乐进行教学，能

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古诗词

学习，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

力。 教师可以结合音乐对古诗词进行朗读、背诵，让学生

在模仿过程中体会古诗词中蕴含的意境之美。

例如，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这首诗的教学开

始时，教师可以选择适合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为整个教学

过程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氛围。 接着，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

朗读，慢慢引导学生跟读，并帮助学生理解诗词中的意境和

情感。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借助音乐的节奏和旋

律，教给学生诗词的朗诵技巧。 通过歌唱、和声等形式，

让学生体验古诗词的韵律之美，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

古诗词的艺术特点。 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音乐和舞蹈等

多种表现形式，让学生在表演中体会古诗词的情感表达。

通过音乐的配合，让学生用身体语言来演绎古诗词中的意境

和情感，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感受能力和创造力。 总之，

音乐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并且

通过音乐的表现形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体验古诗词的艺术

魅力。

(二)利用音乐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感悟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应用音乐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感悟。 音乐具有很

强的感染力，它能够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动听的声音感染学

生，让学生感受到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达到“听之不

忘”的效果。 小学生年龄较小，心智不够成熟，他们对于

抽象事物缺乏认识和理解能力，在古诗词教学中应用音乐能

够让学生对古诗词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

识。 在古诗词教学的开始阶段，播放与诗词内容相关的音

乐，营造出特定的情感氛围，让学生更快地进入诗词情境。

例如，在《静夜思》的教学中，播放轻柔的钢琴曲，让

学生在静谧的音乐中体会夜晚的寂静，加深思考。 音乐与

古诗词的结合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古诗词。

古诗词往往具有特定的韵律和节奏，而音乐也有自己的节奏

和音符组合。 通过让学生通过音乐的节奏来朗诵古诗词，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诗词的韵律规律。 同

时，通过编写或配乐古诗词，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

受古诗词的美妙与情感。 除了音乐的配搭，还可以鼓励学

生进行音乐表演和创作。 学生可以根据古诗词的主题和意

境进行舞蹈表演、音乐创作或歌唱，通过表演的方式将古诗

词的情感和形象具象化，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与

记忆。 最后，音乐的欣赏和鉴赏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古诗词学习体验。 通过选择与古诗词内容相关的音乐作品

进行欣赏和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和审

美意识，同时，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古诗词与音乐之间的关

联。 通过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应用音乐，为学生提供一种

有趣、感染力强且容易理解的学习方式，增强学生对古诗词

的理解和感悟，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和审美意识。

(三)利用音乐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应用音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

课堂氛围，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的含义，让学生感受到古诗

词的魅力。 尤其是在现代教学条件下，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可以将抽象的文字

符号转换成直观的音乐符号，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古诗词。 在教学中应用音乐可以将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通

过音乐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音乐与图像结合起来。

例如，在讲解《静夜思》时，选取一段悠扬的音乐作为

背景音乐，同时在屏幕上显示出与古诗词内容相关的画面，

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 在教

学中，选择一些与古诗词内容相关的音乐作为课堂背景音

乐，给学生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音乐能够激发学生

情感，增强他们对古诗词的兴趣和理解。 教师可以在古诗

词朗诵或讲解时配以合适的音乐，让学生更加投入到学习

中。 还可以通过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来进行古诗词的朗诵和

背诵。 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节奏明快的音乐，让学生按照音

乐的节奏和韵律来朗诵和背诵古诗词，这样能够提升学生的

兴趣，并且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韵律和格律。 总

之，音乐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古诗词的含义和意境，活跃课堂氛围，增强学生对古诗词

的兴趣和理解能力。

(四)利用音乐表达情感

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诗

人所看到的景色，随后教师可以播放一段优美的音乐，当学

生听完一段优美动听的音乐后，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

听完音乐之后有什么感受？”学生们都表示自己非常开心，

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将听完歌曲的感受以音乐表演的形式

表现出来。 这样做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歌曲所

表达的意思，还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古诗词也是一件有趣并

且愉快的事情。

例如，教师在教学《草》时，选择一首富有自然气息的

音乐作为背景音乐，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想象自己置

身于田野间的草地中。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身临其

境的感受，比如，触摸到草叶的柔软、闻到草地上的清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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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听到风吹过草地的沙沙声等。 然后，教师可以请学生

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这些感受，通过模仿风声、草叶摩擦的

声音等，让学生将自己的情感与音乐相结合，表达出对古诗

词中所描绘景色的理解与感受。 通过音乐表达情感可以让

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古诗词中的情感，并且提升学生对古诗

词的感受能力和创造力。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音乐的力量，

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体验古诗词中所蕴含的情感

之美。

(五)利用音乐伴奏增强学生古诗词朗诵的表现力

组织学生进行古诗词的朗诵表演并配以音乐伴奏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可以为诗词赋予

情感和表现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诗词的意境。

通过音乐伴奏，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诗词的韵律和节奏，并

将其融入朗诵中。 音乐的旋律和情感可以激发学生的表演

欲望，使他们更加投入到朗诵中，增强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此外，背景音乐也可以营造出适合诗词表演的氛围和情

感气氛，提升整体的艺术效果。 学生在朗诵时可以更好地

感受到音乐与诗词的交融，增强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欣赏，培

养审美能力。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古诗词的朗诵表演配以音

乐伴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艺术修养，还能够

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和热爱。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教师需要将音乐与古

诗词教学相结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古诗词中的内容。 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开展音

乐游戏活动、配乐朗诵、唱歌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对古诗词

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不断提高学

生对诗词学习的兴趣。 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古诗词中所蕴含

的丰富情感，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陶冶学生

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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