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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性较强的学科,在小学学科教学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音乐教育能够培

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而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

通常都会运用乐器辅助教学,而口风琴这种乐器因其演奏简单的特点,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受到了重点关

注。因此,本文就重点探究口风琴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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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教学渗透 

小学音乐课堂中,要想更好使口风琴

与音乐课堂紧密结合起来,使音乐课堂的

教学效果达到 佳,音乐教师可以从以下

方面进行教学渗透：①欣赏教学。小学音

乐课堂中针对音乐欣赏教学部分,教师可

以通过吹口风琴,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音

乐旋律,对学生理解音乐、感受音乐有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小学音乐教学课

堂中传统的播放式音乐欣赏教学,口风琴

演奏的教学效果要更加良好。例如在小学

音乐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欣赏《让我们荡

起双桨》这首音乐时,教师可以安排学生

通过口风琴对歌曲的主旋律进行演奏,在

此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演奏指导,使学生能

够有效掌握口风琴的演奏技巧,同时加深

对歌曲旋律的印象,更好的理解音乐、学

习音乐。②演奏教学。教师在小学音乐

课堂中针对时间较短,旋律较为简单的

歌曲,可以同学生们一起用口风琴进行

演奏练习,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歌曲的节

奏。例如在《我是一个粉刷匠》这首歌

曲教学中,教师首先帮助学生分解歌曲

中的音调,让学生了解歌曲的旋律特点,

然后让学生根据歌曲的音调顺序结合歌

曲旋律进行口风琴演奏,使学生轻松掌

握口风琴的演奏技巧。而针对一些音调

较多,较为复杂的歌曲,教师可以选择歌

曲副旋律配合学生练习,使学生更有效

掌握音乐的学习方法。 

2 丰富教学内容 

小学音乐教学体系中,大部分学生

为自二年级开始逐渐接触乐器,教师在

一年级教学活动中,主要教学内容为对

学生展开常规音乐课堂培养,如锻炼学

生养成良好节奏感、呼吸方式,并将学生

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予以充分调动。音

乐课堂中若无良好课堂纪律,无法为学

生提供良好学习氛围,学生学习质量难

以保证。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须保证

良好的课堂纪律。为此,教师应先对学生

加以锻炼,使学生可明确教师发出手势

所代表的意思,使学生可遵循教师手势

对自身行为予以调整,并集中注意力。同

时,节奏的准确性在乐器学习中尤为关

键,大部分一年级音乐作品中,二拍子及

三拍子的节奏居多,因此,教师可将此

作为教学重点内容,使学生可在音乐作

品学习过程中对两种节拍的区别予以

感受。当学生升入二年级后,音乐教师

便可展开正式口风琴教学活动。因此阶

段学生已储备一定音乐知识,所以,教

师在展开音乐教学时,可从五个音开始

教学,并在其中结合《划船歌》、《粉刷

匠》等简单儿歌,让学生练习,借助简单

的儿歌练习,也可让学生体会到成就

感。教师在学生升入三年级后便可依据

教材展开教学活动,将教材中歌曲与口

风琴完美结合,有助于学生对口风琴优

势、特点形成认知。 

3 提供表演平台 

小学阶段是学生心智发展的初始

阶段,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渴望被

家长和教师认可,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有

时会努力表现自己,以期获得教师和家

长的肯定。而小学音乐课堂中,利用口

风琴能够帮助学生达成愿望。口风琴进

入小学音乐课堂能够让学生与音乐这

门学科之间构建学习桥梁,是学生感受

到音乐这项艺术学科的魅力。小学音乐

教师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为学生

提供充足的表演平台,有利于学生在音

乐学习中建立自信心。教师在音乐课堂

为学生搭建口风琴表演平台后,可以让

学生们尽情的表演自己的口风琴音乐,

对口风琴掌握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对稍

微欠缺的学生给予鼓励,引导落后的学

生向优秀的学生学习,这样不仅使学生

之间形成学习竞争意识,同时还能加深

学生之间的友谊,有利于学生音乐学习

能力的提高。例如,某音乐教师在音乐

教学中,为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

课堂表演时间,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曲子进行演奏,鼓励学生表现自己,学

生通过自选自奏曲目,在音乐课堂表演

平台展现自己,从而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和音乐表演能力,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

习兴趣。 

4 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充分发

挥引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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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风琴在第一次出现在小学音乐课

堂时的教学活动设计非常的关键,对于

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当其第一次接触

口风琴时,通常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好奇

心,好奇口风琴的声音和构造等。因此,

小学音乐教师一定要精心的设计音乐教

学活动,尤其是第一次将口风琴带入教

学课堂时,应该充分利用小学生的这心

理特点,通过玩一玩、看一看以及听一听

等教学活动的设计,将口风琴带入到小

学音乐教学课堂中。例如：在玩一玩教

学环节中,教师可以将整体小学生合理

的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并提出问题：口风

琴是什么形状的？有哪些特征？让小学

生在问题的驱使下自主的展开对口风琴

的研究。在看一看教学环节中,在小学

生完成自主探究后,利用多媒体教学设

备为小学生展示有关口风琴内部构造

的图片,以此让小学生自主的发现口风

琴的真实构造与自己探究的结果相同

和差异之处,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小学生

学习的自信心,同时还可以调动小学生

学习和探究的积极性。在听一听教学环

节中,教师可以亲自为小学生演奏口风

琴,以此让小学真实的感受到口风琴的

音色,促使小学生逐渐的喜欢上口风琴,

进而提高口风琴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 

5 注重加强对教学过程的优化 

小学音乐教师在将口风琴带入到音

乐教学课堂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提高音

乐教学的趣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这

就需要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优化,

可以通过分解教学法、示范教学法、分

析教学法等使得口风琴教学活动氛围更

加的轻松、愉悦。例如：小学音乐教师

在讲《欢乐颂》一课时,教师在利用口风

琴完成这一歌曲的演奏活,可以引导小

学生尝试着演唱一下该歌曲的旋律,以

此为小学生营造一个比较轻松的教学氛

围,这样便可以很好的缓解小学生的畏

难心理。随后教师可以将这些小学生划

分为两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学习该歌

曲第一句口风琴演奏,另一小组学习第

二句的演奏。 快、 好完成学习任务

的小组获胜。小学生普遍都比较争强好

胜,在这一心理的驱使下,小学生会更加

全身心的投入到口风琴教学中。随后教

师可以趁热打铁,让两个小组的小学生

互换学习,这样更加有助于小学生学习

兴趣的进一步激发,可以促使小学生轻

轻松松的完成该歌曲的口风琴演奏,增

强小学生的成就感,促使小学生更具信

心的学习口风琴演奏。 

6 因材施教的开展教学活动,

提高整体小学生的口风琴演奏水平 

据相关调查显示,每一名小学生都

拥有属于自身的个性化特点,并且小学

生的音乐基础也有所不同,对音乐教学

的需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此,小学

音乐教师应该加强对每一名小学生的了

解,根据小学生对口风琴教学的需求,从

多方位、多层次的角度将口风琴带入到

音乐教学课堂中。并且教师在将口风琴

带入到音乐教学课堂时,还必须要做到

循序渐进的增加口风琴教学的难度,以

此切实的提高整体小学生的口风琴演奏

水平。另外,小学音乐教师在因材施教的

开展口风琴教学活动时,可以组建一帮

一学习模式,让一些口风琴演奏能力相

对较高的小学生帮助那些口风琴演奏能

力相对较为薄弱的小学生训练和学习,

这样不仅有助于小学生之间和谐关系的

建立,同时还可以促使那些对教师有畏

惧感的小学生,更加轻松的学习口风琴。

在具体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让那些口风琴演奏能力相对较低的小

学生,吹奏一些相对较为简单的乐曲,而

对于那些口风琴演奏能力较高的小学生,

则可以让其练习一些相对较难的乐曲,

避免影响到小学生学习口风琴的自信心

和兴趣。 

7 结束语 

总之,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要想

使口风琴与课堂音乐教学有效结合,教

师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渗透,不断丰富

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同时为学生提供

广阔的表演平台,从而提升小学音乐教

学水平,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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