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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

如何提高培智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江苏省昆山市爱心学校　李晞晨

【摘要】音乐是培智学生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粮。根据培智学生差异的实际情况，我们积极开发校本音乐课程教材，

加强情景教学，增强培智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运用多媒体手段，丰富想象，激发培智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更好地完成

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学的目标和任务，让学生得到最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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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音乐活动对培

智学生的生活、学习、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音乐教

育，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和判断力、情感体验、想象联想、理解

认识等心理活动；启发培智学生的形象思维，提高审美素质。

一、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在课前的发声练习中，单调的音节会让学生很快就厌烦

了。于是我们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安排了不同的发声练

习。对于低年级学生，可以利用熟悉的小动物叫声，让他们边

练声边模仿小动物的动作，在游戏中完成练习；对于中高年级

的学生，则可以设计一些模仿乐器的声音和演奏方法的练习。

起初这些练习有一些难度，许多学生不能把动作和音乐节奏很

好地配合，但看得出他们对这些练习很感兴趣，练习非常努力，

学习气氛不再沉闷，能够以轻松的状态进入正课的学习。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愉快的学习气氛能使学生以愉快的心情

进行学习、思考并获得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

果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直观准确的动作，学生

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就会有创造美的萌芽。例如在学习《这是

小兵》时，把小兵的几种动作：小兵吹号、小兵打枪、小兵开

炮、小兵敲鼓等通过多媒体演示出来，让学生直观感受小兵形

象，并在跟着教师一起模仿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在教学《两只

老虎》时，通过课件展示两只老虎的形象，让学生仔细观察这

两只老虎和普通老虎有什么不同。此时学生的注意力都非常集

中，很快就发现不同之处：这一发现让他们异常兴奋，这时教

师因势利导，让他们跟着读歌词：“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

巴。”当学生基本记住这两句话的时候，教师再出示歌曲。很快

学生们就能记住这首歌曲的歌词，同时激发了学习音乐的兴趣。

三、通过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积极加入教学活

动中
在教学实践中，加强音乐的实践活动，重视学生创新精神，

让学生充分参与到音乐中来，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模式，创

造良好的音乐课堂气氛，能更有效地培养和激发培智学生的学

习兴趣。

在教唱歌曲《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时，教师把提前准备好

的洋娃娃头饰分发给学生，并引导他们模仿洋娃娃跳舞的动

作。学生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边唱边做动作，完全投入音乐表演

中，在亲身体验与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

习。这样的学习方法极大激发了培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在唱唱跳跳轻松活泼的音乐气氛中理解歌曲的内涵，使音乐教

学由“注入式”向“启发式”转变，不断探索参与式教学的途

径。

四、引导学生做律动表演，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舞蹈是音乐课上的一项重要运动形式，在音乐教学中可以

缓解学生的紧张心理，营造愉悦的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对于培智学生的教育，律动练习非常重要。

起初有些学生总是不能融入课堂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有些学生无法正确发音。他们可以听到声音，但声带发不

出声音，在大家快乐地歌唱时显得非常焦急，渐渐失去了对音

乐课的兴趣。怎样使这样的学生能够在短期内参与到音乐活动

中来呢？经过一系列尝试，我们发现律动练习能让学生很快融

入课堂教学中来。

综上所述，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学的改革与创新要体现补

偿性原则，课堂上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多渠道的音乐题材保

证了培智学生获得丰富有趣活动的机会，真正地把音乐教育寓

教于情感、趣味、娱乐之中，培养学生自信、自强的精神，调

动培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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