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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在小学音乐教材中,还是各类文艺汇演中,为唐诗谱曲创作音乐作品的案例屡见不鲜。如今,小学音乐教材日趋

多元化与专业化,如《咏鹅》《登鹳雀楼》等耳熟能详的唐诗,都被转化为音乐曲目。由此可见,将唐诗融合到小学音乐教学行

动中,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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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门专业性、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学科。伴随素质

教育的深化落实,小学音乐教育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为此,音乐教师应当秉承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加大实践

教学创新研究投入力度,将唐诗融合到小学音乐教学行动中,

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与创新创造力,强化核心音乐素养,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 将唐诗融合到小学音乐教学中的积极意义 

从表象来看,唐诗与音乐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

式。但是,在积极追求创新的当下,促进唐诗与音乐的有机整

合,可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此可知,以唐诗为切入点,客

观剖析唐诗与音乐教学的内在联系,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

重要举措之一。以笔者所在的富宁小学为例,我针对低年龄

段学生的音乐教学,主要以语言引导、示范演唱为主,并在多

媒体的视觉与听觉刺激下,让学生快速进入歌曲情境,增强

情感体验。 

此外,促进唐诗与音乐教学有机整合的宗旨是引导学生

深切感受、体验与解析音乐的美,进而按照主观意愿表达对

艺术的认知。总而言之,将唐诗融合到小学音乐教学活动中,

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挖掘艺术创作潜能,强化核

心音乐素养,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良好发展。 

2 将唐诗融合到小学音乐课堂活动中的具体方法 

音乐教育不单纯是理论说教,而是循序渐进的攻心教育,

通过激发情感共鸣,培养艺术感知能力。在此基础上,结合实

践教学积累,针对低、中、高年龄段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目

标。简单概括即“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出了什么？”“你

怎么听的？” 

小学低龄段学生,年龄偏小,心智发育不成熟,活泼好动,

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为此,聆听教学效果甚微。针对低

年龄段学生来说,给予其适当的表扬与鼓励是 直接且 有

效的教学策略。从情感学与心理学层面来看,如果个体的努

力始终得不到肯定,会导致其失去信心和动力。为此,在聆听

教学中,应当给予学生适当的表扬,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

悦,帮助其建立自信,增加动力。 

小学中等年级学生,正处于形成艺术审美的关键阶段。节

奏感与韵律感较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可以准确辨识两个声部。

针对此,小学音乐教师可以采取多感官协同参与的方式。 

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在保持专注度的前提下,多种感官

的协同参与,可加大事物认知的广度与深度。音乐欣赏应当

依靠视觉刺激辅助听觉感知,进而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解音

乐内涵。 

针对小学高龄段学生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性的发

育、知识面的拓展及情感经验的积累,其综合思维能力较强。

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但受制于自信心

不足、自尊心过强,往往羞于表达。为此,小学音乐教师应当

采用启发式教学法,设置一系列引导性问题,进而引导学生

自主分析与讨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结合上文内容可知,小学音乐教学 为关键的还是平心

静气的欣赏。伴随素质教育的深化落实,将唐诗导入小学音

乐教学活动已成为主流趋势。小学音乐教师作为艺术教育的

启蒙者与开拓者,应当在借鉴创优学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加大音乐教学手段创新性研究投入力度,增强学生的情

感体验,强化核心音乐素养。 

3 案例分析——以富宁小学主要开展“经典咏流传”教

学活动为例 

3.1营造自然且愉悦的课堂氛围 

3.1.1引发心灵碰撞,激发情感共鸣 

在富宁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在各个教学环节设置一系列

与主体内容相关的引导性问题,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勇

于表达自我感受与意愿。例如,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我让学生

更加直观化、立体化的感受唐诗融入现代音乐创作的独特魅

力,在关键阶段,插入画外音进行补充解释,引导学生明确唐

诗主旨内容与思想感情。充分的课前准备,可以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间进入唐诗情境,打开精神世界,同时促进师生的文

化交流,拉近情感距离,建立平等且互信的良好关系。 

在音乐教学环节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唐诗与

现代音乐的融合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激荡？”“这首《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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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雀楼》你是如何理解的？”这样的问题,将有助于调动学

生参与教学互动的积极性：自由诵读—有节奏地吟诵—在音

乐中吟诵—在音乐中吟唱—在吟唱中表演—在欣赏中升华。

此时,在音乐课堂中,音乐教师既是引导者,也是参与者,根

据课前的预设和课堂的生成组织教学,用理解、欣赏、期待

的眼光,充分挖掘学生的个人潜力；此时,在音乐课堂中,音

乐教师能够与学生产生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的共鸣。著名教育

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我们必须变成小孩,才配做小孩的先

生。”由此可知,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创造互动性、共享性的教

学情境,与学生共同成长。 

3.1.2创设极具生命力的教学情境 

生命化音乐课堂所创设的教学情境应当为学生的音乐

体验服务,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创新创造力与自我变现

力。教学情境应当联系实际生活,符合学生的性格特征与心

理特征,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基于此,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在

课上为学生生动且饱满的渗透唐诗,并引导学生赏析《登鹳

雀楼》, 后,以通俗歌曲《登鹳雀楼》结尾,引发学生的深

度思考。 

3.2结合学生的心理特征,顺应学生的自由发展 

在生命化课堂中,每个学生都能深化音乐感悟,启发音

乐智慧,以特立独行的学习方式参与音乐活动,充分体现音

乐课堂的“生命态”。 

选择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小学音乐教师应当让每一个学

生都能顺从主观意愿选择音乐学习方式,把控学习节奏。如

在进行《咏鹅》的教学时,我问学生：同学们,今天,老师给

你们请来一个谜语,你们猜猜它描述了什么。(说出谜面)谜

语：身穿白袍子,头戴红帽子,走路像公子,唱歌高嗓子。学

生回答：鹅。(在此环节中,教师可以边说谜语,边做动作引

导学生猜出正确答案)。之后我做出总结：同学们真棒,这个

谜语描述的是鹅。(课件出示鹅的图片)过渡句：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一首关于鹅的歌曲《咏鹅》。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播

放音频)之后提问学生：你能说说这首歌里共出现几次咏鹅

吗？你发现了什么？然后让学生积极发言,在此过程中,教

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引导为主。在音乐课堂中,

如果教师把控过严,则会极大的限制学生的思维；如果教师

仅是蜻蜓点水的方式,又无法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拓

展学生思维。故而如何引导学生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调整角度,掌控难度,控制

尺度,让学生进入唐诗营造的美好意境。 

3.3提供多元化的教学资源,满足综合发展需求 

音乐具有非语义性与多层次性,更多的是意象而非具

象。“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指不同个体对音乐

有不同的解读。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课程资源是动态更新的,

只有合理把控资源,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良好发展。 

3.3.1挖掘与利用资源 

在《登鹳雀楼》教学中,当学生唱到“更上一层楼”时,

我重点留心观察学生的表情变化,并引导学生带上这样的节

奏来读这首诗(击鼓)XX XX X-/,让学生伸出双手模仿老师拍

打这个节奏。由此,在音乐课堂中,感受到学生的生活感受、

情感体验与音乐知识的自然碰撞,增强课堂吸引力,激发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 

3.3.2设定多维度,立体化目标 

学生是有生命体的“教材”,同时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

“活教材”。在音乐课堂中,通过唐诗吟唱的方式,不仅可以

让学生感受浓厚的文学内涵,也可以引导学生巩固基础知识,

掌握专业技能,学会辨识演唱形式,画音调线条,感受艺术魅

力。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的性格特征与心理特征,无论是引情

环节,还是动情环节,都要尽可能的一气呵成,进而形成心灵

的碰撞与情感的共鸣,营造良好的音乐课堂意境。 

3.4创设心灵磁场 

音乐课堂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审美

情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情感是音乐课堂的根基,以《登

鹳雀楼》的歌唱教学为例,浓重的诗词情感,可以启发学生的

情感认知,使歌唱更加饱满、生动,张力十足。 

如在课堂上,我“以情引情、以境生情、以唱激情”,

为学生带来生动的情感体验。设置问题,如“你怎么理解这

首诗？”“你能够准确辨识曲目的变化吗？”“重复’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通过优化音乐课

的环节设计,掌控音乐课的教学节奏,让学生表达真实的思

想感情,进而达到层层递进、推波助澜的效果。我通过细微

的引导,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同时启发学生深度思考,让学

生在接受到大自然风光的洗礼的同时,悟出朴素而深刻的哲

理,进而催使学生抛弃固步自封的浅见陋识,登高放眼,不断

拓出愈益美好的崭新境界。 

4 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素质教育的深化落实,将唐诗融合到小

学音乐教学活动中,有助于创设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维,激

发情感共鸣,进而强化学生的核心音乐素养,促进学生的全

面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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