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探索 荽 弯强充 2017／08 

让智障学生在音乐中快乐成长 

李唏晨 

【摘 要】智障学生感知觉明显低于正常学生， 

对事物缺乏兴趣 。要想使智障学生学好音乐，必须先 

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参与、体验正好能引起智障 

学生的兴趣。本文强调的是让智障学生主动参与到音 

乐课堂中，让这群特殊的学生喜欢上音乐课，并让他 

们在亲身参与演唱、演奏等实践的基础上，感受到音 

乐的美妙 ，体验到学习音乐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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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音乐教育不是 

培养音乐家，而是要培养人。”智障学生虽然在各方 

面发展均较迟缓 ，可他们对音乐可能情有独钟 。每 

当他们烦躁不安时，只要一听到优美的音乐就会顿 

时安静下来 ；每当他们一听到要上音乐课 时，就会 

表现得兴奋不已。音乐教师应该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智 

障学生在音乐中享受美感，释放 自我 ，并在欣赏中逐 

步形成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丰富他们的 

情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使他们的身心都能得到 

健康发展。 

1．创设情境 ，激趣导入 

在进入音乐课堂教学前，教师可通过猜谜语 、讲 

故事、听音乐等方式为智障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充 

分发挥视觉、听觉、触觉的审美功能，接受教N,AI用 

艺术手段创造的情境刺激 ，引起他们对音乐的兴趣 ， 

唤起他们对音乐的情感。教师要注重创设问题情境， 

激活课堂 ，让学生领会新课意图，愉快接受课题 ，在 

宽松的音乐氛围中进入音乐课堂。教师的导人方法要 

多样化，教师的导言应力求简洁明了，富有趣味性、 

情感性。 

在上课时，我经常采用边弹奏欢快的钢琴练习 

曲，边教他们学习如何给乐曲打节拍的游戏导人课堂， 

在打拍子时如果一味地让学生运用单一的方法，如拍 

手 ，时间长了学生就会因为厌烦而不愿意打了，为了 

515 I JICHU JIAOYU YANJIU‘基 矗奄强充 

激发他们打拍子的积极性 ，我让他们改变方法，可以 

跺脚、拍肩、拍膝盖 ，还可以变换方式打，如左右交 

替打拍子 ，一起打拍子，还可以自由组合，两人一组 ， 

左右手或用脚互相对打拍子 ，这样学生始终处在一个 

变化着的状态下打拍子，仿佛在玩一个个有趣的动作 

游戏，就不感到单调乏味了。 

2．自主学习，感受歌曲 

智障学生虽然学习能力比较弱，但是也可以根据 

他们的身心特点找出他们的发展起始点 ，尽可能发挥 

他们的优势潜能 ，让他们自主学习歌曲。在学习唱一 

首新歌前 ，我会先让有朗读能力的A组学生带领大家 
一 起朗读歌词 ，让他们初步感知歌曲的意境 ，在 “小 

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朗读得很带劲，朗读完以后学 

生给领读的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我引导学生理 

解歌词，先让学生说出自己对这首歌的感受，然后我 

把歌曲的旋律弹奏几遍，让学生对曲调有个基本的印 

象 ，再让学生试唱 ，遇到有困难的地方，反复领他们 

学唱。一般花两节课的时间，学生就能基本掌握唱歌 

的要领了。在唱歌时，我发现有些学生会扯着嗓子大 

声喊叫，这样唱歌既累又不好听，于是我要求他们发 

音时身子要坐正 ，要放松口腔，像打哈欠一样 ，用气 

唱歌，这样发出的声音才自然 、和谐、优美。 

3．创编动作，演唱歌曲 

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 ，在音乐教学中， 

处处都有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机会。教师也可以创设条 

件，引导学生参加一些音乐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巩固、 

应用认知成果的同时，使欣赏水平不断提高，还促进 

了学生情知两方面的交融、互动，发挥他们情感的积 

极作用。在学生学会唱歌的基础上，我会告诉学生， 
一 首乐曲带给人们的想象不会是单一的，可以用自己喜 

欢的形式，根据歌词和歌曲的意境展开丰富想象，创编 

动作，表现自己的音乐想象和联想。 

在学习 《火车来了》这首歌时，我问： “你们听 

到过火车的声音吗?”学生说： “听到过 ，是呜呜的声 

音。”我又问： “你们看到过火车是怎 (下转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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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教学《推敲》一课时，我首先出示问题 ：贾岛推 

敲了什么内容?他是怎么推敲的?让学生边默读边思 

考，把有关的词句画出来 ，理清文章的脉络。课文的 

第七 自然段重点讲述了韩愈是如何帮助贾 岛推敲的 ， 

再引导学生默读第七自然段，边读边思考韩愈觉得用 

“敲”比用 “推”好的理由，启发学生揣摩、理解 、感 

悟课文。而默读时安静的课堂环境也有利于学生的思 

考，让学生能快速总结出问题的答案 ，这样本课的难 

点就在学生的自主思考中迎刃而解了。 

3．在情境阅读中深入体会 

(1)营造文本创设 的情境 。除了平时常用的朗 

读、默读之外，教师更要结合课文实际创设情境 ，有 

创造性地激发学生在情境阅读中巩固字词，透过字词 

去理解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品味与感悟，读出情感 ， 

感悟意境，提高自身的理解水平和运用语言的水平。 

课堂教学中图片再现 、音乐渲染等形式能很好地营造 

文本所创设的情境，让学生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 

用声音表达、用心灵体会。如在教学 《长征》一课 

时，学生对革命只有粗浅的了解，朗读时能读出停顿， 

却怎么也读不出情感。于是我出示了一组红军长征时 

的图片，给学生讲述了图片中的故事 ，再让他们在歌 

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伴随中重读 《长征》，结合 

图片、音乐，学生的阅读越过了历史的长河，缩短了 

时空的距离 ，让英雄的形象再现。从他们的表情 、 

语气、音调中，我感觉到他们深深地为英雄的壮举所 

感动。 

(2)感受人物内心的世界。小学生天性爱玩 ，他 

们喜欢模仿与表演，在课堂中分角色读、表演读、游 

戏读等形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的气氛， 

又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能更好地感悟人物 

的内心世界。学生在情境中将课文的语句内化为 自己 

的语言，解决了课文中难以掌握的内容 ，将被动学习 

转变为主动学习。课堂中没有了生硬的说教 ，有的是 

在玩中学习、玩中理解、玩中领悟。如在教学 《云房 

子》一课时，教师创设了 “我做你说”的环节，由教 

师分别做出傻傻的、美美的、高的、宽的、小的这样 

几种夸张的动作，由学生进行猜测。根据学生的回答 

出示相应云房子的文字，通过句式的对 比，寻找最喜 

爱的特点等方法，让学生体会出课文的语句富于变化， 

感受云房子的文字美。最后再让学生像教师一样边演 

边说，带着他们一起边做动作边朗读课文，让学生在 

情境阅读中感悟到小鸟对云房子的喜爱 ，体会主人翁 

的内心。 

(作者单位：扬州市东花园小学，江苏 扬州，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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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开火车的架势 ，我先让一个学生上台表演，再让大家 
一 起跟他学开火车。接着我建议学生自由组合，分成两 

个大组，一组边跺脚边唱歌 ，另一组边学开火车边唱 

歌，每个学生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了。我还让学生以 

形体动作等来表现歌曲的意境，进一步体验乐曲强弱的 

变化，加深学生对乐曲的感受。 

4．欣赏名曲，陶冶情操 

欣赏世界名曲虽然需要一定的鉴赏能力，但是由 

于智障学生的特殊性，可根据学生所学的音乐或歌曲有 

选择地让他们接触、欣赏一些名曲，让他们听一听、想 
一 想 、说一说。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很有帮助， 

同时也能很好地挖掘他们各方面的优势潜能。在学了 

《欢乐颂》这首歌后，我播放了贝多芬的钢琴曲 《致爱 

丽丝》给学生听，也许他们并不能真正地理解世界名 

曲的内涵 ，但只要他们喜欢听，就有收获。教师可以经 

常给学生播放一些他们爱听的歌曲和乐曲，这样既可以 

巩固学生所学的内容，又可以拓展他们的视野，从而更 

好地陶冶他们的情操。 

5．开放教学，渗透融合 

开放教学就是教学思想 、教学 目标 、教学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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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思维空间、表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教学方 

式。开放的教学内容包括教科书内容、生活内容 、实践 

内容和时代内容的有机融合，教会学生从小敢听敢唱， 

能听能唱；敢想敢做，能想能做。 

在学生学会了古诗 《春晓》后，我让学生学唱 

《春晓》，他们很喜欢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节艺术课， 

教师把学生学习的歌曲 《小鸟》 与绘画融合在一起， 

真是珠联璧合 ，让听课的教师也陶醉在其中了。可见让 

学生把学习音乐和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既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又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 

以丰富学生的情感，学生动口动手又动脑，所谓一举多 

得，达到多赢的教学效果。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歌唱也是不分对象的。对于 

智障学生来说，他们同样拥有歌唱的权利，只要教师给 

他们表现的机会，他们就会充满自信，敢于表演，乐 

于表演，最终就能自信地表演。这就需要教师了解培 

智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并熟悉每一个学生，把心理健 

康和音乐教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他们在音乐中快乐 

成长。 

(作者单位：昆山市爱心学校，江苏 昆山，21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