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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进行音乐创作实践和发

挥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在日常教

学中，创造领域的教学发展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围绕音乐本质展开教学设计、实践与

评价。通过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设计符合学生能力，即“跷跷脚就能够得着”的内容，

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空间，使他们不用担心批评、不用害怕出错，最终构建出学生在创

造过程中的心理安全区。

目前，在小学音乐课堂实践中，学生在“创造”领域的表现相较“感受与鉴赏”“表

现”“音乐与相关文化”三个领域来说，还是相对薄弱的，较缺乏自主性、选择性及探

索的意识与方法。笔者通过多年的一线课堂观察及教师座谈交流认识到，影响小学阶段

创造领域教学常态化实施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教师观念落后，没有认识到创

造领域的内容对促进学生素养形成的重要性 ；第二，课前准备工作相对繁复，需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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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设计主题、流程并准备教具 ；第三，学生缺少自

主创造经验，实践过程中思维“放不开”，无法真正

体会创造之趣 ；第四，教师的评价缺少激励导向等。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意识到在尊重小学

生年龄特点的前提下，应充分结合日常教学现状，尝

试从教师观念、教学实践、人文评价等几个方面不断

完善，进而促进创造领域教学的常态化实施。

一、改变教师认知，落实创造领域教学理念

教师对创造领域教学理念、内容的认知度，与其

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开展创造性活动的效果是成正比

的。诚如贝内特·雷默所言，一个专业领域的实力，

最终取决于其从业人员的认知与信念。构成这个团队

的个人，必须理解他们个人努力的本质和价值。教师

是教育理念的践行者，是日常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是

学生学习形态的引领者。教师在任何一个学习领域的

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都关乎学生在该领域的学习

效果与习惯养成。

“鼓励音乐创造”是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

作为课程内容结构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的

内涵即探索音响与音乐、即兴编创与创作实践。教师

须明确的是 ：学生创造行为的前提是基于音乐听觉，

其中不仅包括对音乐要素要有敏锐的内在感受力，还

要具备对音乐要素精准的表现力。在创造领域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应尊崇如下原则 ：其一，师生共同建立

和谐的教学氛围 ；其二，为学生提供有趣的活动主题 ；

其三，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设计 ；其四，关注并鼓

励学生个性发展，改变“懒得设计”“不敢放手”的

老观念，设定生动有趣的创造性活动内容、形式和情

境，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意识。②

二、善用学习材料，促进创造活动常态进行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 ：“学习的最好刺激乃

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在创造领域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从音乐本位出发，合理利用教学用具、教材等，

带领学生展开常态而有效的教学活动。同时，还要充

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引导他们勇于在编创

活动中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一）以教具切入，激发参与兴趣

创造就在身边，万物皆可音乐。一张纸、一本书、

小卡片、纱巾、石子、木条、课堂小型打击乐器、自

己的身体……都是创造领域的“教具”来源。教师无

须特意准备，而是要启发学生充分利用身边触手可及

的物品，自主地去探索、模仿自然界与生活中的声音。

此外，还要创造声音情境，讲好声音故事，将学生的

所见所闻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帮助学生在倾听与

表现中陶冶情操。

案例 1　《雨中的森林》

活动要求 ：配合教师的念白，利用教具进行声音

模仿。

教具准备：雷音筒、雨声响筒、蛙鸣筒、鸟哨、纸片、

水盆、方凳……

表 1

教师旁白 学生行为

天空阴沉沉的，狂风撕破了乌云，

雷声隆隆轰鸣着……

1. 负责演奏雷音筒的学生由

弱渐强完成演奏；

2. 全体学生轻拍方凳模仿雷声

雨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越下越大……

1. 负责雨声响筒的学生由慢

到快地完成演奏；

2. 全体学生晃动纸片模仿大

雨的声音

雨渐渐小了，停了……

演奏雨声响筒的学生控制演

奏力度，表现雨声由强到弱、

由急到缓的变化

远处偶尔传来小鸟清脆的叫声…… 演奏鸟哨的学生开始模仿

池塘里的小青蛙唱起了动听的歌…… 演奏蛙鸣筒的学生开始模仿

雨过天晴了，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

草木香，还有一条小溪在流淌……
一至两名学生拨动水盆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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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合作过程，教师营造的氛围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灵感。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

利用小型打击乐器、方凳，甚至是看似与音乐课毫无

关联的水盆、纸片等物品，合作模仿出了他们脑海中

大自然的音色。因此，在日常音乐课堂上，教师除了

要启发学生模拟自然界的声音外，亦可设定某一个生

活场景，如忙碌的清晨、游乐场一角等，鼓励学生通

过观察与合作，巧用教具完成声音模仿。

此外，利用学生感兴趣的周边物品来有效激发学

生的参与兴趣，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拘泥于形式，

更不用过于看重结果，关键在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

造意识与创新思维。长此以往，一定会在学生心中播

下一颗“创造”的种子—在音乐中探究、实践并生

成独立想法。

（二）以要素切入，突出音乐本质

依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建议在每节音乐课中适

当增加培养学生音乐创造力的基础训练环节。教师应

从音乐本位出发，紧紧围绕音乐要素展开教学设计，

带领学生针对音高、音色、速度、节奏、节拍、乐句

等进行编创，进而提升学生的音乐创造力。久而久之，

可以帮助学生养成用音乐语言去表现音乐的良好习

惯。以下，列举两个基础训练的范例进行简要说明。

案例 2　成语接龙

教师启发学生用已知节奏型，对所给成语进行节

奏编创。教师打恒拍，并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速度。

学生独立完成每小节成语的节奏编创，随后合作完

成节奏成语接龙。例如，“一帆风顺 0 | 生机盎然 - | 

蒸蒸 0 日上 0 | 国泰民安 |……”

此类节奏编创，不仅可以选择成语，也可以选择

古诗或者日常生活用语等，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的同时，亦可提高学生对已知节奏型的熟练掌握程度。

此外，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要对不同年级段设置梯

度目标，最终在编创节奏的过程中逐步帮助学生做到

会读、会听、会认和会写。

案例 3　乐句问答

学生使用“1235”四个音编创旋律，并与教师

完成乐句问答。例如，教师边打恒拍边演唱两小节旋

律“35 12 | 333 |”后，请一名学生即兴唱出答句旋

律“35  32 | 11 1 |”。随后，教师变换不同问句，与

多名学生依次完成乐句问答。

编创短小的旋律并与他人合作完成即兴乐句问

答，是非常适用于小学生的一种旋律编创活动，它综

合了节奏、音高、识读乐谱、合作表现等多方面音乐

能力的培养。此类简单的旋律编创是挖掘、提升学生

音乐创造力的直接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以上两个教学案例，不仅关注音乐要素、突出音

乐本质，而且方式简单、操作简便，最关键的是可以

在每节课上重复实践。同时，紧紧围绕音乐要素展开

的创造实践活动，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又能够较长时间地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音乐创作习惯。

（三）以教材切入，形成教学常态

以教材为载体，在课堂中实践，是促进创造领域

教学常态化实施的关键。教师应从教材作品中挖掘创

造元素，巧妙地将创造活动融入教学过程。期间要注

意从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出发，重视创造力培养的阶

段性，不要急于求成 ；关注创造力培养过程中的音乐

性，力争有感而发，让学生的思维与音乐产生共鸣。

以下，笔者将从教材中部分作品的歌词、旋律、节拍、

律动等方面的编创内容进行简要说明。

改编歌词 ：不改变原有框架的歌词编创。以《法

国号》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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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教学活动成为课堂的常态。

三、注重人文关怀，明确创造

实践评价导向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一

书中写道：“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

唤醒和鼓舞。”我们的音乐课程评价也应着力于诊断、

改善与激励的功能。特别是针对学生在创造领域表现

的评价，更应该体现重过程、轻结果的形成性评估，

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保护创新思维，注重人文关怀，

做有温度的评价。

（一）在创造中获得尊重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

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不论是成

人还是学生，当自己的创意或付出换回的否定大于肯

定时，必然会对自己的想法及行为产生怀疑，失去做

下去的动力与信心，甚至伤害到自尊心。因此，我们

应尊重学生、欣赏学生，努力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音乐编创的成就感中获得自信。同

时，还要用欣赏的目光关注学生，以赞扬的语言鼓励

学生，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来自教师、同学的尊重。

（二）在创造中体验满足感

如果“尊重”是来自外界的肯定，那么“满足感”

就是难得的、来自学生内心的主观感受。音乐创作实

践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教学没有从学

生实际出发，而是对学生的要求超过了其能力和水平

的话，那么就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甚至会使其失去

创作信心。所以，在创作实践中，使学生感受到创作

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非常重要。④在创造领域的学习

中，让学生为自己的小小创作成果而感到满足，真实

感受到自己的点滴进步，是学习过程中最为宝贵的体

验。因此，教师有责任激发出学生的主观力量，培养

学生的音乐想象力、创造力，切实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三）在创造中发展个性

教师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应贯穿于不同的教学

原歌词 ：嗡巴巴，嗡巴巴，谁在唱歌？嗡巴巴，

嗡巴巴，每天这样。

嗡巴巴，嗡巴巴，谁在唱歌？那就是我的法国号。

改编框架 ：　　，　　，谁在唱歌？　　，　　，

每天这样。

　　，　　，谁在唱歌？那就是我的　　。

编创旋律 ：补充完整或编创短句。以《土风舞》

一课为例。

为下面的节奏编创旋律并唱一唱 :

作品基本节奏 ： X X | X X | X X X | XX X0 |……

学生编创旋律 ：    5 5 | 3 1 | 2 2 4 | 32 10-|……

节拍互换 ：对熟悉的音乐作品进行节拍转换。以

《铃儿响叮当》一课为例。

原旋律 ：  33 3 | 33 3 | 35 1..2 | 3 —-|……

学生改编 ：

  3— 3 | 3— — | 3— 3 | 3—   — | 3— 5 | 1— 2 | 3— —  | 3— — |……

即兴律动 ：鼓励学生用肢体表现出对音乐的理解。

这是学生根据当时的感受而产生的一种音乐创造行

为，它往往与即兴表演联系在一起。③例如，根据《动

物说话》中的歌词内容，带领学生模仿小动物的样子

及其典型动作；以《星光恰恰恰》中的节奏作为切入点，

启发学生用不同的动作（拍手、跺脚、摆臂、点头等）

表现相同节奏的乐句 ；充分利用《三只小猪》的故事

情节，鼓励学生随着音乐编创“搬稻草”“钉木头”“砌

砖墙”等律动。

不同版本的教材对创造领域的内容均有着明确的

梳理。例如，“人音版”教材中的“编创与活动”板块，

不仅精心构建了作品的重点学习内容，还是形成性评

价的依据与载体，层层推进，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音

乐的积极性。教师要尊重教材、讲好教材，更应该遵

循音乐课程标准的理念，合理开发教材。同时，还要

挖掘编创主题，关注课堂生成，从点滴做起，努力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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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音乐教学的各种实践活动，提供了开发学生创

造性潜能的空间 ：不同的学生聆听同一首乐曲，可能

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演唱同一首歌曲，可能会有多种

处理方式 ；完成同一个练习，可能会有多种途径和不

同答案。我们应重视音乐实践中的创造过程，充分发

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要用“标准答案”或“统

一模式”束缚学生。⑤在创造教学的开展过程中，既

要面向全体，更要包容学生个体独特的思维。同时，

还要承认和接受学生身心发展、认知规律的差异，给

学生自主学习与发展提供自由的空间，尊重学生的个

性，不强求一致。换言之，在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在

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的同时，还应鼓励学生充满自信

地张扬个性，适度发展自我、形成自我。

课堂是教学理念得以实践与修正的主阵地，因

此，积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创造领域的教学实践是一

个“集跬步以至千里”的过程。若要坚持创造领域

教学常态化，那么唯有从细节做起，为学生提供安心

舒适的创造氛围，让创造理念在一线课堂落地生根。

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鼓励学生的创造

实践，并充分发挥音乐学科的优势，使学生在审美

共情中享受创造的乐趣，提升创造的能力，形成终

身受益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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