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教育界 / EDUCATION CIRCLE 2019 年第 2期（总第 326 期）

▲

课程教学

【摘要】“通感”是音乐教学过程中常见的感觉互通现象。由于培智学生的反应过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在培智音

乐教学中运用“通感”，能够让学生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听觉是接触音乐最原始的方法，也是唤醒音乐

通感最直接的方式，以听觉为基础，将视觉、触觉等其他感知觉相结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完全融入音乐，通音

乐之意，感音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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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通感体验”在培智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江苏省昆山市爱心学校　周健明

人的感觉可以分为直接接触和不直接接触两种类型。直接

接触主要包括触觉、味觉等，这些感知觉的主要特性是先天的，

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形成的；而不直接接触主要包括听觉和视

觉等。学生在接触音乐的过程中先通过听觉这种不直接接触的

方式接触音乐，然后进行多方面的刺激，再通过触觉等直接接

触音乐相关的事物，在多感官充分调动的情况下，学习音乐的

兴趣也会随着课堂的深入而逐渐加深。培智学生的一大特点就

是好动，但是音乐实质上是一种感性的艺术。如果把学生好动

的特性利用起来，把他们各种感官调动起来，那么音乐之美便

能充分显现，教学过程也会更加灵动而富有趣味。

一、听觉唤醒通感
听觉是学生接触音乐的第一步，要让学生获得真切的音乐

通感体验，听觉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只有在听音乐的过程中，

融入其他的感知觉，互相促进，互相调动，个人的情感才得以

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释放，音乐的通感体验才会更加深刻。

1. 激发想象力

由于培智学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低，所以将他们熟悉的

日常生活经验与音乐教学联系起来，用“稚气”的语言启发学生，

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感受音乐的乐趣。例如，在教唱《漱口》这首

充满儿童生活气息的歌曲时，告诉学生要养成漱口讲卫生的好习

惯，歌词中“抬起头，张开嘴，咕嘟咕嘟吐口水……”对于培智

生来说，歌曲内容与他们起床后的洗漱息息相关，很容易联系实

际，进入音乐情境。在他们听得“意犹未尽”之时，继而手拿漱

口杯做表演，学生便有了音乐的意象。整个音乐体验过程完美地

融合了听觉、视觉和动觉，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

2. 集中注意力

培智学生相对于同龄的普通学生，会显得更加好动，注意

力较难集中，他们在参与音乐课堂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

游离于课堂之外，并出现不遵守课堂纪律等情况。我在接手一

个新班级时，并不直接的强调课堂纪律，而是通过一些音乐小

游戏来激发同学们对音乐课的兴趣，尽可能地让他们专注于课

堂活动，让音乐课独特轻松、生动愉悦的氛围感染学生，课堂

里也不再是抽象难懂的音符，而是生动活泼的音乐游戏。比如

在教唱《粉刷匠》这首歌曲时，我设计了玩“节奏刷墙”的音

乐游戏，让学生在“刷墙”的律动中感受音乐节奏。我唱“我

是一个粉刷匠”并做出粉刷墙的动作，这时学生就拍手打出Ｘ

Ｘ　ＸＸ︱ＸＸ　Ｘ︱的节奏，这时学生的眼、耳、脑、手都

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身体协调性。高尔基说过：“游戏是

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当游戏融入音乐教学时，学生自然也会

跟着游戏融入音乐，他们的各个感官系统和记忆力都能得到更

好的锻炼。如音乐游戏《扳手指》，可以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在

玩游戏的过程中让学生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小手，掰一掰手指，

“小朋友，小朋友，伸出小小手，一二三四五，变个小拳头。”从

大拇指到小拇指握成一个小拳头，学生边唱歌曲边扳手指，接

着在唱“小朋友，小朋友，伸出小拳头，一二三四五，变个小

小手”，再从小拇指到大拇指慢慢张开变成小手掌。在这个从张

开手到握成拳头的交替变化过程中，同学们学得不亦乐乎，在

玩游戏的过程中既学会了歌曲又锻炼了手指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3. 发展记忆能力

音乐的记忆能力是形成听觉能力的基础之一。试想一下，

如果学生没有对音乐节奏感（比如“拍手频率”和“重音变化”）

的记忆，他们怎么去体验并将音乐的节奏和节拍表现出来，并

体现出各节奏和节拍的差异性。《过新年》这首歌曲情绪欢快

热烈，洋溢着过年的喜悦之情，配合歌词“咚咚咚咚锵”“咚

锵咚咚锵”，节奏十分强烈，并且节奏型都是四分音符，八分

音符，节奏鲜明，同学们在学习歌曲的同时不断地巩固节奏，

为他们一拍一次的节奏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以听为本，调动感官，综合通感
人的感觉是听觉、视觉、触觉等共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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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蒜叶生长情况。在学习“分米和毫米”后，安排学生进

行观察并测量“蒜叶生长情况”的活动，让学生在家种一棵蒜，

也可以拿到学校来。学生们在一周内，每天需测量大蒜叶的长

度，并做好记录。刚开始会有学生忘记，但在老师和同学的提

醒下，后面几天学生们都能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内去测量蒜叶，

在测量中一人有困难，同学间会互相帮助。最后交流什么情况

下蒜苗长得快，怎样记录简单又清楚。通过活动，学生们进一

步加深了对分米与毫米两个长度单位的认识，了解葱这种植物

的生长情况，也培养了学生坚持做事的恒心。

3.晒晒自己的房间。在认识方向和平面图后，让学生运用

所学的知识画一画自己的房间，并说一说房间的东南西北有些

什么，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方向的认识，同时体会到生活中

处处有数学。在绘制平面图中对学生要求无需很高，只要求学

生大致分清平面图的东、南、西、北即可。在活动过程中遇到

困难鼓励学生可以求助老师、同学和家长。本次作业锻炼了学

生在平面图上辨认方向，体会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丰富了

学生有关方向的认识，增强了他们的空间观念。

4.巧算“24点”。在乘法口诀复习阶段，可以安排巧算“24

点”的活动。活动时间可以为一周或二周，在学生掌握游戏规

则后，每天教师给出4个数让学生回去计算出24点，第二天说

出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时也鼓励学生课余时间与同学、与家长

玩24点游戏，一周后举行一次算24点比赛，选出最佳选手。学

生通过经历把几个不同的数通过加减乘除的方法得到24，学会

了灵活运用加减乘除法，同时也培养了自己有条理地思考问题

的习惯。在这一周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气氛特别浓厚，学生的口

算能力也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个性实践作业受到学生们的喜欢，每一次的作业都是在学

生自主学习下完成的，而且完成的效果超出老师的预料，学生

们觉得数学太有意义了，非常有趣。同样，教师每学期都可以

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受学生喜爱的个性实践作业，

有效的个性化作业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彰显个性，更能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个性化作业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良好策略。

打好基础，培养习惯，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要从低年级抓

起。2分钟的数学乐园给予的兴趣， 3套口算卡片的自觉练习，

扎实了学生的基本功；一学期4次个性实践作业的尝试探索，

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正是在这样的策略下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数

学，从而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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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过程中，在听觉良好运用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调动学

生的其他感官，发挥通感的综合作用，做到手脑并用，视听相

通，口音协调，学生的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通感

体验也将会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由于培智学生的理解能力较

差，且个性鲜明，很容易出现不善表达或者是不知道怎样采用

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时，运用各种感官来表现音乐就成了

最适合学生的表达方式。比如可以鼓励学生用看得到的色彩来

表现出音乐的情绪：当学生在听到《太阳出来喜洋洋》时，可

以用红色等暖色调来表现欢快的情绪；当听到《二泉映月》时，

可以用灰色或黑色来表现悲伤的心情等。再比如，学生可以用

画出来的曲线来表达音乐的走向：当听到《八只小鹅》时，小

鹅从屋子里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学生可以画出声音线条越

来越高，当小鹅出去玩了，越走越远，学生可以画出声音线条

越来越低，从视觉和听觉上一起来感受声音的变化。整个音乐

学习过程中，学生运用了多种感官来感受音乐的变化，再加上

老师的正确引导，再次聆听相同的音乐时，乐曲的情感便会了

然于心。

《小蚂蚁搬米粒》是一首典型的情节性较强的歌曲。一粒

米，一只蚂蚁是搬不起的，需要蚂蚁们互帮互助才能搬进洞里，

让学生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课的开始用“蚂蚁

传递信息”的节奏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歌曲中的数

板，在喊口号的过程中让学生练习 “嘿哟嘿哟”的号子声，让

B类学生也融入音乐课堂，最后的歌曲表演形式有效地激发了

学生唱歌的兴趣，在合作表演中学生也能体会小蚂蚁团结互助

的精神。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了进来，每个人都

在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表现出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各个感知觉得

到了充分的融合，整个通感体验过程既深刻又充满了人性化。

也正是这种简单又朴实的通感体验反过来对音乐教学产生了良

性影响，为学生更加投入地学习音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实际课堂的尝试，我更加坚定，充分发挥好感觉的作

用，可以更好地促进感知，学生对音乐会更加敏感。综合通感

作用，调动多种感官，可以让学生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感受更加

深刻，从而在教师的引导下，培智学生更好地认识生活，感知

生活，体验生活，以达到通音乐之意，感生活之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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