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小学音乐教育中，陶行

知的音乐教育思想给予教师们很大的启发。小学音乐教育不

能停留在表面上，还要挖掘其内涵，不仅要传授给学生足够的

音乐知识，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以及塑造健全的人格

等方面。本文结合多年的个人工作实践，浅谈陶行知的音乐教

育思想与实践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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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提出了平民教育、 生活教育和创新教育等多种重

要的教育思想。 这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此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还在国外传播开来，被许多国家所借鉴。现结合自己多年实践

工作经验，就此谈谈在音乐教育上的一些看法。
一、陶行知音乐教育的思想支点“生活教育”
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事业之一。 陶行知先生在

教育问题上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社会改造方面，陶行知

先生认为平民教育对于改造社会无论是在卫生方面、 道德方

面，或者是在娱乐方面，都需要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重视。 在教

育的问题上， 对于社会改造， 陶行知先生提出要从身边的环

境、小事做起，并且逐渐地推广出去，不仅自己要这样做，也时

刻影响着别人，使得整个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具体到音乐教育思想来说，音乐要与实践相结合，纯粹的

理论知识不能为现实服务，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会感到枯燥和

乏味。音乐本是一种艺术形式，给人以美的享受，理论与实践的

脱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音乐失去美感，使得音乐失去灵魂。
在相应的思想方法方面，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 “生活即教

育”的观点，教育工作者不能就知识而讲知识。 陶行知先生特

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学生要在实践中不断感悟所学的知识，
这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地消化吸收。 学生迟早有一天是要离开

校园的，当他们踏入社会这个圈子的时候，要能够及时地转化

自己的角色，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
音乐课程的设置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 我们要考虑的是

这门课程是否对社会发展有推动的作用。 有的课程对社会发

展的推动作用是比较细微的， 也不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

效益，比如说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又是不可

缺少的，它们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从个性发展的层面来说， 音乐课程不仅让人掌握基础的

音乐技能，还能陶冶情感，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二、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多样化的教学课堂

以往的课程都是教师直接教授，学生的兴趣会逐渐下降，
上课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这就要求教师能根据所学的内容进

行恰当的活动设计， 比如用故事导入引出课题或贯穿整个教

学；诗朗诵的方式引出歌词；歌曲配合图画等，让学生真正喜

欢音乐，学习、享受音乐，经过系统的音乐知识的学习，在此基

础上有一个升华。多样的教学形式能更好地激起学生的兴趣，
同时也能提高教学质量。

（二）多媒体的有效利用

近年来，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音乐教学也越

来越现代化。 多媒体广泛应用，歌声、画面、乐曲多方面融合使我

们感受到音乐所表现出来的美。 但是在多媒体的具体运用上还

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多媒体的制作太花哨，只会让学生产生过眼

云烟的感觉，教师应该明确多媒体只起一个辅助作用，不能把主

要的教学中心放在 PPT 上。 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时候，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被带入课堂，逐渐成为课堂的主人。
（三）注重音乐艺术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音乐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它是时间的艺术。为什么说是

时间的艺术， 因为要掌握音乐的技能需要不断在实践活动中

去体会、总结，从而得到提高。 可见实践对于音乐学习也是非

常重要的步骤。 所以我们平时的音乐课堂教学中也要注重它

的实践性。比如学生在歌唱方面可以多揣摩发声位置，音乐欣

赏部分可以让学生联系自己生活经验发挥想象力， 描述脑海

中浮现的画面等。可以说音乐的教育是站在实践的基础上的，
是一种审美的教育。

（四）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现在对学生音乐水平的评价方式大多以唱好老师上课所

教的歌曲为重心，但是这样的评价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很难

从一首歌曲看出一个学生的音乐水平， 比如是否真正地掌握

了对歌曲曲谱、节奏、强弱的认识，以及对歌曲的理解。 因此，
我们提倡多元的评价方式，比如教师可以开展讨论会，根据学

生的汇报情况来评价学生，这种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多方位地

评价学生。也可以在音乐课上加入一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

感受音乐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应试教育的弊端。
三、结语

本文结合个人多年实践工作经验， 就陶行知的音乐教育

思想与实践展开了探讨，具体分析了两点，分别是陶行知音乐

教育的思想支点“生活教育”，以及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在

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应用策略，有

多样化的教学课堂，多媒体的有效利用，注重音乐艺术性与实

践性的统一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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