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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标背景下，小学低年段音乐教学逐渐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与主动参

与，倡导“趣味唱游”教学方式。本文将以《白雪公主的小马车》为例，进一步

探讨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有效实施“趣味唱游”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他们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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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新课程标准为小学音乐教学赋予了新的

内涵与要求。如今的小学音乐教学，更加聚焦于学生的主体地位，致力于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因为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 指出：“趣味唱游是以歌唱为主，融合演奏、声势、 律动、即兴

表演、舞蹈表演等多种表现形式及其活动内容，以趣味化游戏方式开展的

音乐活动。”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小学低年段学生的音乐学习形式，也为老

师对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开拓了新的途径。因此，在现在的小学低年段音

乐教学中，教师应该紧密结合低年段学生的身心成长特点，通过趣味唱游学

习任务的有效实施，来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列的音乐游戏、音乐表演以及声势

律动等趣味性的音乐活动，使学生在这些趣味性的音乐活动中感受到音乐学

习的乐趣，也能提升自身对的音乐感知、音乐表现能力，这样就以更加有效的

方式促进了小学音乐趣味课堂的构建。鉴于此，本文以《白雪公主的小马车》



为教学素材，深入探索趣味唱游小学低年段音乐教学模式在课堂实践中的应用，

力求为低年段的学生们营造一种更加生动、有趣且富有成效的音乐学习氛围，从

而让他们在愉悦的体验中不断提升音乐素养。

二、小学音乐实施趣味唱游教学的意义

趣味唱游教学在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实施，对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审美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将音乐教学与游戏活动、 表演活动以及韵律活动等进

行融合，使学生能以唱游的形式提升自身的节奏感和艺术表现能力。趣味唱游

能够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更加投入，更加深入地理解音乐作品所传达的情感与

内涵。通过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从

而增强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同时趣味唱游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审

美能力。在趣味唱游教学的环境中，学生不仅能够听到音乐还能够通过视觉、

触觉等多种感官来感受音乐，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这样

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念，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

由此可见，趣味唱游是一种符合小学低学段学生认知能力的教学方法，在具体

的小学音乐教学中具有非常 显著的教育意义。

同时，课程改革的深化也注重实现了“教——学——评”一致性，教师不仅需要

应注重学生对音乐技能的掌握，还需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在现在小

学低年段的音乐教学中，依托趣味唱游任务，教师就乐传授音乐技能的同时，引导

学生在多元化音乐教学活动的参与中，获得音乐感知能力、理解能力以及艺术表现

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这样就从更加全面的角度促进了小学低年段音乐教学效果的优

化，实现了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全面培养。

三、新课标背景下趣味唱游教学策略

（一）趣味体验：情境化活动深层激发兴趣

低年段的小朋友活泼好动，充满想象力，爱挑战。基于他们的年龄特点，趣

味唱游教学中的情境素材应该关注与音乐情境以及学生的生活相联系，帮助学生

更好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因此采用情景化活动的方式是必要的，可以设计一个



关于探险或童话的故事情境，让学生在表演中身临其 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想象力。以上音版小学二年级音乐教材的第四单元第八课《白雪公主的小马车》

教学为例。

在课程的开始引导孩子们伴随着音乐节奏踏步进入教室，营造一种愉悦的学

习氛围。随后，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情景故事，例如：“今天，我们仿佛置身于

梦幻般的冰雪世界，美丽的白雪公主即将带着丰厚的礼物降临。但要想获得这些

珍贵的礼物，我们必须勇敢地迎接三个小挑战。听，远处传来了什么声音？（播

放由弱渐强的马蹄声）这声音有着怎样的变化？有谁能尝试模仿一下？哦，原来

是白雪公主驾着华丽的小马车向我们疾驰而来！”

通过这样的情境导入，我们不仅可以顺利引出“马车”这一核心主题，还能

引导孩子们仔细体会力度由弱渐强的变化所塑造出的不同音乐形象，为后续的深

入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紧接着，继续引导孩子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例如：“今天，白雪公主为我们

带来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首美妙动听的歌曲——《白雪公主的小马车》。在这首歌

曲中，还隐藏着一匹正在欢快奔跑的小马。你们能在音乐中找到它吗？”

通过这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孩子们将积极寻找歌曲中的铃铛声，从而顺利

解决歌曲中间奏的问题。同时，他们将在不断聆听的过程中，深入感受并想象马

儿奔跑的生动场景，进而加深对歌曲旋律的印象，为后续的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通过这种充满故事感和趣味性的情景化活动设计，孩子们将对后续的教学内容充

满期待和兴趣，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音乐学习中。

（二）趣味参与：互动性课堂提升实践感

在对趣味唱游进行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音乐表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仅迎合了小学低学段学生活泼好动、善于模仿的身心特征，也使学生通过唱跳、

表演的形式，加强对音乐节奏的感知、理解，并对其进行了个性化的展现。这就

赋予了音乐学习更加动态化的内涵，使学生获得了“玩中学”“做中学”的音乐

学习效果。

为此，我设计互动小游戏《白雪公主的小马车》，旨在通过有趣的活动，引

导孩子们深入理解课程内容，同时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专注力。

在《白雪公主的小马车》的互动小游戏流程中，首先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



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场景中。随后，我引导孩子们

跟随音乐的节拍，模仿驾马车的动作，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音乐的韵

律和节奏。

在游戏的推进过程中，注重引导孩子们观察和思考。通过询问他们在何时扬

起小皮鞭、甩了几次等问题，帮助他们深入理解歌曲的结构和内涵。同时，我也

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和表达能力。

在游戏的尾声部分，组织孩子们用歌声完成互动，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通

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充分体验到音乐的魅力，还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巩固了所学知识，提升了学习效果。

（三）趣味评价：针对性评价强化课堂效果。

新课标提出，评价是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和方法。要充分发挥评价的诊

断、激励和改善功能，促进学生发展。评价涉及学习态度、、过程表现、学业成

就等多方面，贯穿艺术学习的全过程和艺术教学的各个环节。

这一机制旨在提升教学的精准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进而推动音乐教学的顺

利进行。以下，我将以《白雪公主的小马车》这节课的教学评价为例，详细阐述

这一机制的实施要点。

在互动游戏评价环节，应关注学生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和

收获同时，这也是课堂习惯的培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观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游戏，是否能够按照游戏规则进行互动。

2. 注意学生在游戏中的声音表现，是否能用连贯的声音唱足结尾处的长音，

并成功塑造出马车逐渐走远的音乐形象。

关注学生的演唱准确性，包括歌词的正确性、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性等；最后，

我们还要评价学生的唱歌音量和情感表达，是否能以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并恰

当地加入动作，使表演更加生动有趣。

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可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鼓

励为主。同时，这一机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同时也指出存在

的问题，帮助学生改进学习。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四、结论



在新课标背景下，趣味唱游的教学策略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白雪

公主的小马车》深入剖析可以看到，情境化活动、亲身体悟以及即时反馈等教学

方法的有机结合，能够为学生营造富有故事感和趣味性音乐活动，有效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升学习效果。在未来的音乐教学中，应继续探索和尝试

趣味唱游的教学策略，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设计更多富有创意和实

效性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感受音乐、表达音乐、创造音乐的能力，丰富学生音

乐审美感知，激发音乐思维，提升学科素养及情感品质，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享受音乐学习的乐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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