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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小学音乐教学的质量。如今小学音乐教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听歌唱歌，

除了培养学生的歌唱能力之外，教师还需要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审美。然而，当前小学音乐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和问题，为了使音乐教学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论文针对小学音乐教学的创新教育进行研究和讨论。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music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Nowadays,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is no longer simply listening to songs and singing, in addi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singing ability, teachers also ne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music literacy and music aesthetic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in order to make music teaching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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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小学教育的主题和基本要求，我

们既要保证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中学习相应的知识，还需要

培养学生对应学科的核心素养。创新教育理念的提出使越来

越多的教师将创新教育融合到小学音乐教学中。我们应该在

具体的音乐教学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样才能

够保证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得到提升。

2 小学音乐教学创新教学问题和不足
2.1 音乐教学观念较为保守

小学音乐教学的过程可以被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教，

另一方面则是授。音乐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的时候既需要考

虑到学生音乐知识的学习和音乐技能的锻炼，还需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音乐表达能力，让学生能够获得更良好的审美体

验。很多小学音乐教室已经注意到了培养学生音乐核心素养

的重要性，但仍然有一部分教师教学观念较为保守，对音乐

教学的价值和目标理解不够明确，过于片面和单一，在实际

的音乐教学过程中没有充分展现出音乐的魅力，导致学生学

习起来较为吃力，将音乐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教师需要改

变自己传统的教学观念，将教和授结合在一起，将教学重点

放在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和音乐核心素养上，让小学生

能够感受到音乐课堂的魅力，使他们喜欢音乐、热爱音乐。

2.2 音乐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小学阶段是学生接触各类知识的初级阶段，小学生对音

乐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简单的唱歌或者跳舞等方面，教师需要

通过正确的引导让小学生能够对音乐课堂产生正确的认知

和了解。然而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很多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

单一陈旧，很多教师重结果轻过程，对音乐教学不够重视，

教学过程过于严谨枯燥，丧失了音乐本该有的愉悦性和趣味

性 [1]。很多教师都以教会学生几首歌、几支舞为教学目标，

殊不知这样正在扼杀小学生本该拥有的自由性。在较为紧张

的课堂氛围下，学生感受不到音乐的魅力，久而久之就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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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产生畏惧和厌烦的情感。

除此之外，小学生天生活泼好动，因此很多教师为了维

持课堂纪律，将课堂秩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课堂中注

重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这种单一古板的教学方式导致课堂

缺少新意，课堂感染力不足，压制了小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

从而使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质量大大下降。

2.3 音乐教师能力有待提升
年龄较大的音乐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较为保守单

一，而年轻教师虽然创新意识较强，而且对新时代创新教育

理念认知较为深刻，但是教学经验较为不足，自身能力受到

限制。很多年轻一代的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的时候总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比如小学生贪玩课堂纪律散漫嘈

杂，学生注意力得不到集中，学习效果大大下降等。这些都

是教师自身能力较为欠缺所造成的课堂典型现象。除此之

外，还有一部分年轻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以自我为中

心，忽视了其他学生的内心感受，在教学过程中不自觉地传

递超越小学生理解和接受范畴的音乐知识，导致小学生无法

理解转而开始做自己的事情，课堂教学质量大大下降。

3 小学音乐教学创新教育措施
3.1 转变观念营造良好教学氛围

在新时代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创新教育

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转变自己的传统观念，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环境是创新的基础，

因此教师在创新音乐教学的时候，需要注重良好音乐氛围的

构建，让小学生能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时候融入到课堂氛围

中，在环境帮助下提升学生的音乐理解能力和审美能力，促

进小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提升 [2]。

改善环境是实施创新音乐教育的重要前提，创造良好的

音乐氛围对教师来说至关重要。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中最重

要的两个主体，在实际的音乐教学过程教师既不能放任学生

不管，也不能占据课堂的全部，要做音乐教学的引导者和学

生学习的辅助者，提升音乐教学质量。教师需要在日常的教

学过程中积极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和学生构建良好的师生

关系，使阴雨课堂不再沉闷压抑，释放小学生的自由的天性。

教师可以对教室进行简单地重新布置和美化，改变传统课桌

的摆放方式，在上课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讲故事或者开展音乐游戏活动，让学生

感受到音乐的趣味性和魅力。

3.2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创新教学方式
新课程改革明确指出，教材只是一种辅助教师教学的材

料和教学资源，并不是课堂教学的硬性要求，如果教师只按

照教材进行教学，就会导致课堂成为一潭死水，学生的学习

能力将会大大下降。不同小学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包括学识、音乐能力、接受理解能力等等，而且不同学生的

音乐需求也不一样，为了满足这种差异需求，教师需要创新

教学方法，引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进行音乐教学，提升教

学的针对性。要想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教师需要在转

变思想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寓教于乐鼓励学生

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

要想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

魅力，教师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教师说、

学生听的现象，创新教学模式。教师需要明白创新音乐教育

是为了学生的学习而服务的，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在离开课堂、离开学校之后也

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3]。

3.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
给学生一杯水的前提是教师拥有一桶水，如果教师本身

的知识储备或者教训能力不足的话就会导致创新教育难以

实施。教师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学习前沿音乐知

识，锻炼自己的音乐技能，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教师需要

深入挖掘教材内容，掌握足够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并根

据小学生的学习需求针对性地设计教学环节，提升自己的教

学能力。比如针对小学生贪玩好动的特点，教师可以采用趣

味性游戏教育的方式进行教学，通过击鼓传花或者歌词接

力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同时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

就提升教学有效性。最后，教师应该注重教学反思，每一次

教学之后要及时回顾自己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进行改

进，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教学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音乐教学是培养学生音乐素养，强化学

生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技巧的重要学科。随着教育体制的不

断改革，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教师应该注重音乐教学创新教育的实

施，转变自己陈旧的教学观念，以学生为本运用灵活多变的

教学方式，进一步提升音乐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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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新课程标准》教学总目标中明确指出：

“要让学生以数学思维对问题进行思考与发展，并在此思

维方式下不断提升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 [1]。”由此可见，针对于初中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新课

标中已经予以高度重视，这不仅更进一步说明了教学关系与

教学形式的科学特征，同时更诠释了思维能力在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中的重要程度。在这样的教学总目标下，教师在日常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便需要在其主观认识上清晰思维课堂教

学模式的创新要求，更要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从

而让初中阶段的学生能够具备良好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更

好地理解数学学科的基本思想内容与思维逻辑方式。

2 初中学生数学思维的形成规律
通过对现阶段国内外专家参考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很

多国外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对初中学生的生理特性与心理特

征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系统性研究。而关于初中学生其数学思

维的形成及培养规律，英美德等欧美国家的研究方向更重视

理论研究与实践路径，其主张观点以“思辨能力”为主导，

其研究对象基本年龄段都在 12~15 岁，这一阶段的初中学

生其生理特性与心理特征都处在“青春离乳期”，因此其身

心成长进程也远不及成熟水平的标准数值。因此，在学习表

现方面，也就无法通过记忆认知领域的不断扩大，实现对知

识的深入认知。

针对这一研究观点，日本作为东亚“精神教育体系”的

翘楚国家，则将其总结为由“抽象思维”层面向“形象思维”

层面转变的过渡过程。日本教育学者仓桥惣三认为：“初中

阶段的学生其对于数学学科的自我思维认知框架形成规律，

关键在于其自身的智力水平、性格差异以及自尊心理变化等

方面上 [2]。”这一研究观点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很多初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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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解题过程中，不会严格遵循教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方

法，反而更喜欢通过不同的思维模式实现一种“飞跃性”的

个体表现。因此，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教师在进行日常教学

实践的过程中，则应对其进行更具科学性的正确引导，从而

避免其出现学习困境、学习态度两极分化等消极现象。

3 初中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途径
3.1 基于“形象思维”的数学思维培养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教学观念而言，“形象思维”是一个

极具广泛性的教学概念。很多教师认为一旦涉及到思维层面

那便是所有学科中都能够谈及，其中并不存在针对性的学科

培养方向，然而单从数学学科来看便能够发现不同，在数学

学科中“思维”完全是一种下位概念，即：数学学科视野下

的理解性思维，反之在文科学科中，“思维”便是一种上位

概念，即：文科学科视野下的情感性思维 [3]。由此可见，教

师在培养初中学生数学思维的过程中，则应明确数学学科与

思维之间的隶属关系，从而以数学知识和数学工具对学生进

行系统性的数学思维训练。

例如，在人教版“三角形的稳定性”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则可以从多元化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在

生活层面上，“稳定性”具有“稳固”和“固定”等含义；

而在数学学科层面上，“稳定性”的组成要素则是“三角形

边长及内角固定值”。尽管“稳定性”在这两个层面上都能

够表示出“稳固”和“固定”等含义，但是“三角形边长及

内角固定值”则能够更严谨界定出具体标准，这样的“形象

思维”，不仅是数学与图形思想的结合表现，同时更是数学

思维的价值所在。因此，在进行教学实践时，教师也应结合

初中学生其自身的思维特性，在具体思维培养方面突出数学

学科的灵活性、深刻性与标准性，从而让学生在面对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时，能够以数学学科的视角激发出更多思维上的

“头脑风暴”。

3.2 基于“精神教育体系”的数学思维培养
日本所倡导的“精神教育体系”其教育本质在思维能力

培养领域中，更倾向于一种静态性的思维概念，其教育体系

与中国数学学科核心素质培养的结合关系在于：“以数学学

科的视野逻辑，对事物问题进行观察与评判，并且最终通过

数学语言对其进行描述表达 [4]。”这一“精神教育体系”思

想也正是从更高级的精神教育层面上说明了初中学生数学

思维能力的形成过程与培养方式，让初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进行静态化观察、评判与描述，在此过程中便能够形成一种

“隐形促进条件”。

例如，在人教版“三角形的稳定性”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则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诸多三角形图形或物品，而后

让学生以数学学科性的思维对其进行问题思考，通过这样的

生活化问题驱动，学生便会在主观意识的引导下进行数学抽

象性推理，最终以数学学科语言对其进行归纳总结，这便是

一种静态性的思维培养过程，虽然学生并未有任何行为与外

在表现，但实际上却是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于自身思维能力

的充分深化培养。

3.3 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思维培养
从中国“核心素养”的内容表述上看，让学生以数学思

维对问题进行思考与发展，并在此思维方式下不断提升其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便

是数学思维的坚实基础。因此，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方向来看，“逻辑推理能力”则必然是能够对数学思维起到

直接影响的要素 [5]。逻辑推理能力不仅是一种严密数学逻辑

思维下的推理过程，更是数学思维形成与强化的关键因素。

初中学生若不具备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那边谈不上后续的

数学思维培养，更无法让其认知系统中逐渐形成正确的数学

抽象认知，这显然是数学思维培养的必然结果。

例如，在人教版“三角形的稳定性”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在教学目标的设定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能够通过有效的

逻辑推理能力与数学抽象认知，推算出三角形的稳定性，学

生带着数学意识在此过程中进行数学思维的针对性训练，逐

渐便能够突出自身的关键能力导向，从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

产生对高阶学习活动的思维兴趣，实现自身数学思维的持续

性提升，进而经历锻炼高阶逻辑推理能力，最终发展出高阶

数学思维。

4 结语
综上所述，鉴于“新课标”中对数学思维主导地位的相

关要求，教师在进行日常课程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则应重视

到抽象概念内涵与具体本质特征的教学关系引导，从而促使

初中学生在掌握学科基础知识的前提条件上，以“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等思维能力培养方向，逐渐形成主动

思考与举一反三的数学思维习惯，从而实现初中学生能够根

据数学教材将自身所学的知识进行有效总结与归纳，最终完

成学科教学知识内化与系统性构建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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