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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媒体技术的音乐课堂教学改革 ①

陈帅瞞
（信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多媒体技术在音乐课堂上的合理运用，打破了传统音乐课堂教学在时间、空间上的束缚。通过色彩绚丽、生
动形象的画面，旋律优美、动听悦耳的音乐，言简意赅、精辟透彻的解说，将原本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学生面前，给音乐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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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有规律的声音所形成的艺术形
象，通过表演者的表演来传递所反映的一些含义；音乐教

育则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合适的音乐作品为客体，通过在

课堂上教师的指导及其教师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所设计的

有助于学生更好理解学习的一些活动来达到主客体之间

相互发生作用的教育活动［１］。传统音乐教育是以说教为

主的，这种音乐教育方式仅仅停留在音乐的听觉作用上，

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在启发学生思维这一点上存在着局

限性［２］。那么，改变此现状，使音乐能更好地发挥出其内

在作用是值得思考的。

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在音乐课堂上的出

现与合理利用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方式，更是打破了

传统音乐课堂教学在时空上的限制，形象生动，更加直观

有效，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因此，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教师合

理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实施课堂教学，对于教育过程的

优化，教学效率的提高，必然起到很大的作用［２］。

１　多媒体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１．１　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直接

动力。在音乐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文字、动画、

声音等同时显现，做到视听相结合，以全方位的立体方式

来直观传输教学信息，不仅能调节课堂气氛，创设良好氛

围，还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提高学习兴趣，激发

求知欲望。多媒体课件的演示能同时将文字、图像等直

观地展示出来，为课堂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并创设

生动逼真的教学情境，营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能

动能静的教学情景，使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

上转化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推动力，引导学生积极成为课

堂的主动参与者。如欣赏乐曲《小牧民》，这首以“游牧”

为主题的蒙古民族歌曲，为了让幼儿更好地理解歌曲的

音乐形象，教师可以播放蒙古人民游牧的ＶＣＤ，将一望无
际的大草原及孩子们在草原上欢快地放羊的情景展现给

他们，还可以将蒙古族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以文字、图

片、声音、视频的形式展示给孩子们，极大地提高他们的

注意力和认知兴趣，并调动孩子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增强课堂教学的气氛，提高教学效果。又如在《采茶舞

曲》的课件制作中，可将英山茶山茶园的录像组合成一幅

长长的画面，用移动的背景来显示茶乡人民采茶时节的

繁忙景象。看着这些画面，听着美妙的音乐，孩子们仿佛

置身于茶林中，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跳起了采茶舞。整

个过程孩子们都兴趣盎然，激发了对家乡和劳动的热爱。

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学过的知

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进行音乐创作，在体验成功

乐趣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效率，使学生的

才能和个性得以充分展示。例如：低年级《柳树姑娘》一

课的动作创编，教师可以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出青蛙欢

叫、杨柳飘飘、绿草青青、鸟儿啼鸣的美丽春色，进而启发

学生联想、创编出“柳枝摇、青蛙跳、鸟儿飞”等富于童趣

的舞蹈动作，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创造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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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音乐节奏创编活动中，教师应该从学生的生活体

验出发，引导他们以生活中常见的声音为蓝本，创编自己

独特的音乐节奏。

１．２　改革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教学中只用乐谱、乐器、书本、黑

板、挂图等对学生进行满堂灌，教学媒体单调枯燥，学生

在课堂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注意力也很容易分散，不利

于学生艺术个性和艺术情感的培养和发展，限制了教师

对学生进行更深层次艺术创造能力的培养，影响教学效

果，也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课件在音乐教

学中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单调、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方

式，通过双向交流，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

过程中。音乐多媒体课件融声音、画面、动态效果等为一

体，生动形象，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诸多不足，把教材

中的意境美、音乐美、艺术美等充分的表现出来，给音乐

课堂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运用多媒体课件教

学，不仅课时容量大，而且生动形象，学生能更清晰直观

地认识了解相关知识，课堂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如：教学

速度标记“渐快”与“渐慢”，教师可运用多媒体技术在乐

谱中速度标记的对应位置设置一辆小火车，以其奔驰速

度的快慢变化，演示乐曲在速度标记下的变化，学生自然

更易理解并快速准确地记下来，课堂教学也会事半功倍。

又如：音乐欣赏课《龟兔赛跑》，可以用多媒体课件做成音

像资料来展示动物形象，介绍音乐主题，并穿插进行乐器

知识教学，声像俱佳，形象逼真，为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

作品的情感寓意拓宽思路，开阔学生视野，也为发展求新

思维提供特殊有效的环境。

１．３　充分调动学生视觉和听觉器官功能
教师在教学生演唱歌曲或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首先

必须引导学生理解音乐的背景及内涵，否则，教学就是片

面的。运用多媒体技术，歌词中不易用教具显示的部分

可以通过画面显示更加清晰地传导给学生，加深学生对

歌曲的理解。如在幼儿节奏乐《盆、碗、碟、杯在歌唱》中，

要求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能认识到几种打击乐器还能够

用盆、碗、碟、杯来打节奏。教师如果为幼儿准备实物教

具会很麻烦，这时可以利用投影仪把打击乐器的图片投

到大屏幕上让幼儿来观察，幼儿通过观察和教师的讲解

认识了钢琴、小提琴、口琴、笛子、二胡、架子鼓等，并看着

大屏幕上的乐谱打节奏，效果就会有所不同。运用多媒

体，还可以将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形象、生动、鲜明地表

现出来，使幼儿对音乐形象一目了然。再如欣赏《狮王进

行曲》时，运用多媒体可以把一个个小动物以及它们所有

的声音都展现出来，让学生一边看一边听，营造一个如临

其境的欣赏环境，使之仿佛置身于大森林，使音乐情感与

艺术形象完美地结合起来。有了对音乐的认知，再结合

生活中的素材，音乐所表现的情景和所要表达的情感就

容易理解了。多媒体教学的应用正是将学生的听觉和视

觉充分调动起来，打破抽象思维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提

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学生想要更好地感受音乐、鉴赏音

乐，就不能局限于传统教育中简单的聆听、重复的教唱、

枯燥乏味的讲解。现代的多媒体技术能够将大量的文字

信息、图像声音甚至 ３Ｄ动画非常逼真地呈现出来。这
样，逼真的声音和形象生动的３Ｄ动画效果极大地刺激了
学生的听觉和视觉。将自己和画面、音乐融为一体，有效

地提高了音乐课堂的教学质量。

１．４　有效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首先，教师通过多媒体在音乐课堂上的运用，使得学

生在欣赏乐曲的同时能够产生美好的视觉与听觉上的感

受，并且积极引导学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乐曲所

表达的意境及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只是让学生单一地听

磁带录音，只凭单一的听觉、想象去感受音乐，学生的注

意力就很容易分散，而利用多媒体进行欣赏教学则调动

了学生的欣赏积极性、集中性，极大地发挥了它的作用，

从多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２　多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利用
２．１　多媒体投影仪器

优美的音乐并不是单纯的一支旋律而已，它是充满

情感与生活含义的综合体，因此，学生对音乐真正的认识

也并不是在孤立中进行，而是与音乐所产生的相关背景

紧密相连。那么，只有首先明白音乐背景知识，再来了解

具体的音乐才更容易掌握。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能

够通过把音乐形象化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在欣赏

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时，教师可以根据乐曲的

内容，利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制作 “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叠
层，水深云集，渔歌唱晚”等相关幻灯片，显示的画面与对

应的音乐同步，还可以在每张幻灯片上根据不同的音乐

主题，插入相应的文字，这样，学生在欣赏时，不仅能听到

动听的音乐，还能看到生动形象的动画效果，音乐与形象

相融合，生动有趣，课堂气氛也将更好的调动起来，学生

对乐曲学习的兴趣也将更加浓烈。欣赏完毕，学生还沉

浸在对音乐与美好画面的幻想中，意犹未尽之际，老师可

以借机进一步引导学生创作的灵感，让学生们结合自己

的亲身感受，来表达一下自己对这首乐曲的理解，这样学

生在音乐课堂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更多的是

音乐带给人更深层次的内涵，包括对美的感知、形象思维

的扩散、想象力的丰富等。多媒体技术所起的作用可见

一斑。

２．２　ＶＣＤ、录音机等音像设备
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 ，假如没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再

美的音乐恐怕都是乏味的、没有意义的，因此，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具有音乐的耳朵也是极其重要的。有

目的地建立相应的联想来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刺激学

生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启迪学生对音乐的感知。比如

在欣赏交响乐《彼得和狼》时，教师可以先使用 ＶＣＤ播
放，让学生视听全曲，然后再借助录音机让学生复听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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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音色及演奏效果，启发学生与相应的角色建立联

系，逐步展开想象：《彼得和狼》这首乐曲的主题音调是用

小提琴演奏出来的，音乐的开始是以弦乐四重奏的形式，

以明快活泼的进行曲风格，表现了彼得聪明机智、勇敢活

泼的形象；再用３支圆号吹奏出刺耳恐怖的和声，模拟出
阴森可怖的狼嚎声，以此刻画出大灰狼凶险残暴的形象；

而活泼可爱的小鸟则通过长笛在高音区快速华丽的顿音

和连音来表现。这样安排，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中始终处

于一种积极的思考过程中，令学生更加主动地从乐曲中

获得感官享受，既培养了学生欣赏能力、感知能力，又发

展了其形象思维能力。

３　多媒体音乐课堂教学反思
３．１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对象，又是学习活动的主

体。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本，发挥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主体性作用，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介入学习过

程［３］。要做到这一点，音乐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可重

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学目标，

激发其学习动机。换言之，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时

要主题突出，指向明确。其次，充分运用生动活泼的图

形、视频等素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

第三，通过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

动探索的愿望。第四，有意识地指导、教会学生学习，使

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帮助下，全面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所学

内容。例如：高中音乐课上，让学生赏析民间音乐家阿炳

的生平及作品，先要明确本堂课主要是希望通过了解阿

炳的生平及作品介绍，使学生了解到阿炳音乐的主要成

就和风格特点，在设计幻灯片时，可插入阿炳的图片，再

对阿炳的生平给学生做简单陈述，让学生对阿炳有个初

步了解，同时，让学生聆听阿炳的代表作品《二泉映月》，

播放的同时配上优美生动的画面，晚好地理解和掌握所

学内容。

３．２　课件制作要有趣味性
音乐教师在进行课前准备时，教学方法应生动活泼，

新颖多样，进行课件设计时应有趣味性，既要符合学生的

心理与生理特点，又要营造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

的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当然，多媒体课件的设计需

要把握好尺度，课件内容要以教材为蓝本，但又不能为课

本所束缚，因此，课件的制作要立足于教学目的，做到图

文和谐，重点和非重点相统一，精、简适中。在设计过程

中，不要一味追求多媒体的引入，追求表面上新颖和花俏

的效果，追求多媒体对视听觉的刺激，这样不分主次，把

所有内容一股脑展现出来，就容易使学生分散注意力，不

利于重点难点的突出，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例如，有

些老师在音乐欣赏课中将所有的内容都呈现在多媒体课

件中，导致整个幻灯片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失去了多媒

体原有的趣味性，或在整个幻灯片中都是花花绿绿的卡

通图片，感觉像是幼儿园小朋友在上音乐课一样，这样学

生的精力就被分散了，就不能更好地接收知识。因此，音

乐教师要有正确制作课件的能力，所做课件不仅要有趣

味性还要能表达出自己所要教授的内容，能够更好地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

３．３　处理好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
对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应该辩证

看待，统筹兼顾。一方面，不能因过分夸大现代多媒体技

术手段的优越性，而抛弃传统的教学手段。有些教师认

为，如今多媒体技术这么发达，那以后课堂可以完全用多

媒体取代，教师上课省时省力，方便快捷，而且学生听着

还有趣味性。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多媒体技术只是

依靠自身的这些优越性，可以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作为

辅助工具，而不能说多媒体教学就可以完全代替了传统

教学，即使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手段仍有

其重要的作用，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例如，在教学生

学习乐理的时候，不能只将正确答案呈现在幻灯片上，而

是整个做题过程需要在黑板上一步步将解题步骤演示出

来，这样学生才能对做题思路一目了然。在采用传统音

乐教育的同时合理运用多媒体，这样多媒体教学手段与

传统教学手段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相得溢彰，最大限度

地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了课堂效益。

多媒体在音乐课堂中的运用不仅为学校音乐课提供

更丰富的资源，也是一种全新开放的教学模式。在音乐

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图、文、声、像融为一体，通过色

彩绚丽、生动形象的画面，旋律优美、动听悦耳的音乐，言

简意赅、精辟透彻的解说，使原本以说教方式来完成的枯

燥无味的教学内容转变为图文、音视、动画等多种形式的

感性材料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创设出形象生动

的教学情境，从而调动学生多种感官的参与、体验，给学

生以身临其境之感。多媒体技术在音乐课堂教育中的运

用，与传统音乐课堂教育方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些技术的运用有利于营造积极和谐的课堂氛围，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每一个学生主动融入课堂并

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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