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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学科教学是当今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线，注重知识的综合

运用。在小学教育中，音乐教育不能仅限于传授音乐技巧，而应该积极探讨与其他学科的衔接

与整合，以充实教学内容，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所以，本文试图以跨学科的视角，探索在

小学音乐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在更少的时间里，获得更全面的、更深刻的学习经验，从而提升

其整体音乐素养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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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教育是一种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与技巧、提高其

表现与美感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但是，在以往音乐教

育中，多是与其他学科相分离，缺乏跨学科融合的探究与创

新。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了跨学科教学的意义，

并试图将各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之相结合。

1小学音乐跨学科教学的意义

1.1有利于提高学生文化品质

在新课标指导下，将跨学科教学应用于小学音乐教育，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一是在音乐教学中融合学科知

识、人文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使其具有某种文化底蕴，学生

在音乐学习中不再空乏；二是在知识与文化的辅助下，学生

能够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对音乐学习不再停留在表面；

三是将多种学科文化融合到音乐教育中，使有限的课堂资源

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同时也扩大了文化教育的途径，增强

了学生对文化的认识。

1.2有助于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

在新课标要求下，小学音乐学科间的跨学科教学，对于

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音乐能给学生最

直接的声音刺激，其能刺激人的神经系统，调整人的情感，

引起人的感情共鸣。因而，将文化知识与音乐教学相结合，

能使学生在音乐环境的熏陶下，发掘其中所蕴涵的人文情感

之美，从而增强其对文化之美的认识。其次，音乐源于艺术，

是对生活的一种超脱。所以，把生活教育融入音乐课程中，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把音乐和生活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发掘生活之美。最后，从本质上讲，音乐是一种创

造的艺术。所以，将艺术课程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可以激发

学生对各种艺术技巧进行综合运用的原理与方式，培养学生

的审美创新能力。

2小学音乐教学中跨学科融合策略

2.1小学音乐与德育学科的融合

小学音乐与德育教育相结合，能够让学生更加了解艺术

的含义与价值，把德育教育与音乐课程相结合，可以启发学

生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推动教育，让身体与心灵协调发展，

提高心灵的境界。如在《祖国印象》歌曲教学中，欢快、活

泼的曲调，抒发着学生对祖国的自豪与喜悦；《梨园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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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首以中国传统戏剧为特色的京剧，其叙事方式、演唱方

式，以及对传统戏剧的仿拟，充满活力与朝气，既有戏剧的

魅力，又有流行的曲调，清新而又充满生机，激发了人们对

中国传统戏剧的喜爱，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鼓舞

人心的作用。通过对音乐教科书中的作品进行文本与主题的

分析，将其归入爱国爱家的主题音乐作品之中，这样才能使

学生对家乡和祖国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在人类的真爱主题

下，歌颂母爱，歌颂亲情，培育对人生的积极心态，培养对

家人、对友人的感激之情；把学习音乐归为一种美好的人格，

培养人对工作，对运动，对生活，对艺术的热爱，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德育教育具有首位性、指导性、灵魂和基本性。

在小学音乐合唱课中，要加强对团体合作能力的培养，形成

一种整体观念。通过对红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对中华审

美精神的发扬，做好新时期的美育工作，重视对红色音乐文

化的培养和灵魂的培养，对德育教育进行大力宣传，推动音

乐与德育教育同步发展，使德育教育为音乐注入灵魂，让音

乐成为德育教育的羽翼，通过歌唱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强化

思想素质，增强理想信念，营造一种正面、健康、和谐的道

德环境。

2.2小学音乐与语文学科的融合

把语文教学和音乐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鉴

赏中体会到诗词的意境，并且对诗词产生强烈的兴趣。在小

学语文课堂上，把音乐和语文相融合，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从语言入手，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文章的内容；二是以

课堂为媒介，让学生亲身体会文字所要传达的感情；三是立

足于教材，力求使课堂“音乐化”，体现语文的艺术性。音

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元素，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教育既能充实学生的

精神生活，又能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使其人格与个性

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所以，在音乐课堂中，要充分利用

各种教学手段，才能使语文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将古典诗

词与音乐相结合，能使学生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开

阔学生的音乐眼界，增强对古典诗词的认识与鉴赏能力。诗

有咏叹的形式，如《鹅颂》中“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送

别》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游子颂》的“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等，都反映出古诗的音韵之美，充

满了生机，获得了语言美，节奏美，意境美和音乐美。

2.3小学音乐与数学学科的融合

数学是一种抽象、很有逻辑性的科目，在音乐教学中涉

及许多与数学相关的知识，如音符，节拍，旋律等等。在谱

表上，最熟悉的 do 至 si 用 1 到 7 来代表。从数学上讲，0

到 9可以组成各种方程式，从一到七，也可以组成千变万化

的乐章。音乐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使美感染人的作用；

数学具有陶冶情操、发展理性思考、逻辑思维等功能。节奏

的准确与否是学习音乐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始，就得学习

数数节拍，在对乐曲进行辨识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辨别各

种音符，这样才有可能从中获得快乐，从而达到更高的演奏

水准。就像十六分音符，占一拍的四分之一，它把音乐与数

学有机地融合，使小学生能够自觉地了解与运用数学，并扩

大思考的范围。音乐充满了浪漫与情感，而数学则充满了理

智与逻辑。音乐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想象与数学的冲突，

常常有助于学生发现新的思路，巧妙地解答问题，使学生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地发挥。

2.4音乐与体育学科的跨学科教学

音乐与体育是一门旨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质

的学科。音乐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表现力和艺术才能，

体育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学生的协调能力，提高

团队精神，将二者融合进行跨学科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多

方面的能力。另外，音乐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质的改善效果显

著，跨学科教学能给学生更多地表达情感的机会，这样，学

生的自信心就会得到提高，身体和心理健康也会得到很大的

改善。在教学中，老师可以用音乐来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活

动气氛，让学生体育动作的协调与韵律感得到提升，同时也

能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提升，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突破各

学科的界线，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各学科间的联系，从而

提升其综合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体育教学中，老

师可以通过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历史的理解，使学生能

够更好地把握比赛的节奏与步伐，从而更好地发挥体育锻炼

的作用。体操是一项需要高度协调与韵律的运动，老师可以

利用节拍协助学生掌握舞步的快慢与力度，这样学生就可以

转换成特定的节拍。在篮球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利用有韵律

的音乐，让学生练习快速传球，运球等运动。通过音乐的韵

律，使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体育的快乐。通过跨学科教学，

老师能增进学生对于体育与音乐的了解、合作与创意，以及

整体素养的提升。

2.5音乐与舞蹈的跨学科教学

音乐与舞蹈密不可分，二者的结合，能使学生在音乐与

舞蹈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上获得更多的学习经验，从而加强

对艺术的喜爱，激发学习的积极性。音乐能激发学生的情感，

舞蹈能使学生用身体语言抒发情感。其中，舞蹈需要学生在

感知、领会乐曲的韵律、旋律中，配合自己的动作。音乐课

程能使学生对音乐节奏、音高及音乐要素有较强的认识，这

些都是引导学生正确完成舞蹈动作与节奏的关键。这样，老

师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相应的舞

步。在教学中，要注意音乐的节奏、旋律、情感的表达，要

结合乐曲的形式和题材，使学生能更好地把握乐曲的节奏。

经过多次的练习，学生能够在音乐的指导下，正确地做出对

应的舞蹈动作，从而达到更好的表演效果。教师可选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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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的乐曲，指导学生按节拍做旋转、跳跃等基本动作，在

音乐中感受舞姿的美感。民族舞蹈是一种具有地方特征的舞

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针对不同的民族舞蹈，选用适合

的民间歌曲，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并正确地表现出民族舞

蹈中所蕴含的艺术理念。现代舞蹈表现出的是一种自由、个

性化的表现方式。在教学中，教师可依据现代舞蹈的形式、

题材，选用合适的乐曲，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舞姿中，

使音乐成为一种情感的载体，增强舞蹈的灵活性。

2.6小学音乐与劳动学科的融合

在新课标中，更多地重视劳动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问

题解决能力，在劳动中得到发展，得到收获，重视劳动的光

荣，并对农作物有一定的了解。让学生学习自立、自主、分

担家庭事务、降低依赖性、在劳动中增强力量。感受快乐与

坚强。教导学生在幼年就负起自己的责任，推行五育并举，

让学生做一个热爱劳动的新时代的好少年。在小学音乐课中，

以劳动与音乐相结合的方式，激发了学生对劳动的兴趣，增

强了对劳动的认识。江苏民歌《打麦号子》，能让人感觉到

劳动的热情和劳动的节拍，这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敬意。号

子是一种民间歌曲，是在创作中形成的，其与劳动节拍一致，

常采取领唱、和声的演唱方式。通过合作演唱、舞蹈节奏等

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热情，让学生在劳动中产生劳动意识，

养成一种好的劳动习惯，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从而

获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音乐跨学科教学中，既可以适应学生

多元的学习需要，又可以发展多方面的素质，还可以使老师

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得到最大程度地改善。未来，音乐教育

工作者还会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并对更多的小学音乐

跨学科的实践进行积极的尝试，以期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的同时，推动我国的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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