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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提出之后，2011新课程教学理念真实被提出。音乐课程作为小学阶段基础教学内容，对培

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为此，本文将通过对比“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对我国

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课堂中的变法进行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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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的对比浅谈小学音乐课堂的变化

小学教学活动作为学生重要的教育引导阶段，该阶段的教学标

准直接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以及教学评价，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发展。音乐课程具由较强的

实践性与应用性，是一种行为艺术，是培养学生对音乐鉴赏能力、

艺术审美能力的重要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小学音乐教学活

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一、教学目标的改变

从我国“教学大纲”对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活动的要求来看，

主要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忽视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方法以

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随着新课程改变理念的逐步提出，

“课程标准”对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标准，在传统

“知识与技能”培养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将学生“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划入教学目标之中，使“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占据同等

地位。通过对比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从中可以看

出，“课程标准”更贴合现代化社会生活，充分展现小学音乐教学

规律，具有较强的严谨性、周密性与全面性，突出“审美教育”在

音乐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从我国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活动的实际

开展情况来看，教师在对学生开展音乐知识与技能培养的过程中，

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生活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育全

面渗透到音乐课堂教学的各个阶段；教师通过引导教学，使学生成

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全面调动学生对音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

生掌握正确的音乐学习方法，拥有一个完整、系统、全面、科学的

学习过程；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端正学生学习意识，树立学生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教学方法的改变

在我国小学音乐教学活动实施“教学大纲”阶段，教师主要运

用传统教学方式，即“填鸭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法具有较强

的单一性与枯燥性，小学生思维意识较为发散，难以受传统教学模

式的约束，上课时通常会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严重减低学生的学习

效率与学习质量，且该教学模式主要通过学生对教师行为的模仿性

学习，约束学生的思维模式，降低学生创新意识、探索意识与实践

意识，制约学生的全面发展；受我国新课程改变教学理念的影响，

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辅助下，教师冲破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在传

统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与创新，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生

活，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以及现有的教学资源，创设与教学内

容相吻合的教学情境，全面调动学生的行为意识，使学生能够紧跟

教师的教学引导，开展一系列音乐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

能力、合作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音乐学习方法，提

高学生音乐课堂学习效率与学习质量。我国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活

动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在备课阶

段根据教学目标录制相应的教学微视频，将其上传到教学共享平

台，开展“微课教学活动”，实现“翻转课堂”，学生利用课前时间

对教学微视频进行观看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教学内容的改变

从“教学大纲”角度分析，小学音乐教学内容主要涵盖四方面

的内容，即“鉴赏”、“识谱”、“唱歌”、“乐器”，注重强调学生

对乐谱知识的识记成果以及唱歌技能、乐器表演技能，知识与技能

要求相对较高，学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存在一定的难度，降低学生

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从“课程标准”角度分析，小学英语教学内容

注重强调学生的“审美意识”，将音乐鉴赏放在音乐教学活动中的

首要位置，是整个音乐教学活动的重点内容，把“表现”小学音乐

的教学内容，并用“欣赏”代替“鉴赏”，使音乐文化知识与音乐

创编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增强音乐知识与技能同多个教学领域

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联系，能够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表现能力及创造

力，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将“教学大纲”

与“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进行对比，从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变

化较小，一方面简化教学要求，降低学生学习难度，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另一方面深化教学

内涵，提高教学层次，注重学生审美意识的培养，注重我国传统音

乐、西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之间的结合与创新。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小学音乐教学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

准”，从中了解二者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的不同，明

确教学改革的重要性与发展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劳育的结合，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对比“教学

大纲”与“课程改变”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实践与应用来看，教师

通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学生开展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指导与演练，

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学习性却，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与合作性学

习能力，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学习过程，落实因材施教，将全面

发展与个性发展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审美意识，树立学生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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