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艺论

浅析口风琴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袁娟
摘要：课堂乐器教学是构成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随着素质教育的广泛推行，小学音乐课堂乐器教学也受到了高

度的重视和关注。课堂乐器教学是推动小学生音乐能力以及音乐素养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目前调查显示，小学音乐课堂

乐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课堂乐器教学的有效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课堂乐器教学的价值也难以

有效地发挥出来，对此教师需要从小学音乐课堂乐器教学的现状出发，探索有效的课堂乐器教学策略，促进课堂乐器教学

有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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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活动没有关注学

生的特点和音乐教学活动的多元化特征，

教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教师几

乎将音乐教学变成了儿歌教学，使得学生

的音乐素养发展路径单一，音乐技能少。

这样的教学活动显然是不够科学的，长期

的教学活动必然会影响学生的综合发展。

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绝不仅限于歌唱教

学，乐器教学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针对小学音乐口风琴教学开展研究，

提出相关策略，为教学活动提供借鉴。

一、创设情境，培养演奏兴趣

想要学好口风琴，识谱是第一步，音

乐教育的开展要从认识乐谱开始。在教学

活动当中，教师要将口风琴作为介质和基

础，带着学生一起识谱，从而打下音乐学

习的基础。在识谱教学中，教师要以口风

琴为载体，引导学生产生足够的学习动力，

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

口风琴是一种体积较小，便于携带和

演奏的乐器，教师要充分发扬小乐器的优

势和特点，引导学生对小乐器有足够的认

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要为学生演示口风琴的表演技

巧，运用口、手、眼、脑等多个部位相互

配合，将 do、mi、sol 三个基本的音符标

注为红黄蓝三个颜色，将其标注在恰当的

位置，从而让小学生根据颜色的不同选择

位置进行吹奏，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教

师可以采用你问我答的形式，向学生提问，

要求学生根据教师的提问迅速找到相应的

音符位置进行吹奏。教师可以一遍一遍地

考察学生 ，以 do、mi、sol 三个基本音符

为基础，不断向学生提问，速度越来越快，

要求学生要跟得上教师的提问速度，从而

逐渐锻炼学生的能力。

二、增强自信，接受口风琴

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加强美育

教育，实现口风琴的高效教学，还需要加

强对学生的自信教育。教师要秉持循序渐

进的原则，一步步地强化学生的自信，主

动跟着教师一起学习口风琴演奏。首先，

教师要选取简短易学的曲目作为演示，让

学生欣赏口风琴表演的魅力，逐渐喜欢上

口风琴乐器。之后教师要为学生演示口风

琴的吹奏，在表演的时候要走近学生，让

学生观察教师的演奏技巧，同时教师要手

把手地教学生如何演奏，增强学生自信心，

接收口风琴教学。

在口风琴音乐教学当中，教师既要注

重音乐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也要注重

帮助学生学习乐器演奏，让学生获得积极

的音乐学习体验。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多

样的教学形式，比如从互联网寻找一些口

风琴演奏视频，让学生进行观看，帮助学

生能够领会口风琴学习的要点。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音乐会等形式的艺术

演出，这些艺术表演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丰

富多彩，让学生欣赏名家表演，可以让学

生感受到音乐演奏的独特魅力，帮助学生

增加对口风琴的理解。

三、多种教学形式，促进快乐学习

为了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调动学生

学习口风琴的动机，教师应当创新多种教

学形式和方法，让学生能够在轻松愉悦的

环境当中实现快乐学习。教师可以在班级

内举办小组汇报演出的活动，为学生提供

表演和演奏的机会，或者与社区、敬老院

等单位联系，让学生为老人和社区居民呈

现一场艺术表演，锻炼学生口风琴表演能

力。这样一来，便可以有效打破沉寂的课

堂氛围，为学生创造多种教学形式，学生

在表演当中获得乐趣，不断提升口风琴表

演能力，久而久之学生便愿意学、主动学、

快乐学。

四、结语

综上，有效运用乐器，促进小学音乐

课堂的提质增效，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为此，教师可巧妙地应用口风琴，使其与

教学内容密切结合，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良

好的乐感，使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体现

美育学科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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