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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的学生年龄小，如何让他们理
解音乐的旋律、领悟其中的快乐，确实让
人伤脑筋，骑马舞进课堂只是其中的一
次尝试。

方晓宇介绍，在此之前，她已经尝
试过把乐器融入教学，如在讲王洛宾的
《青春舞曲》时，她拿着一把吉他走进了
教室，一曲弹唱下来，学生们的掌声爆
棚，《青春舞曲》也成了很多学生随时哼

唱的歌曲。
“最近，我又报了一个国标舞培训班。”

方晓宇说，为了让学生保持对音乐课的“新
鲜感”，她也要“喜新厌旧”，“现在，我会用
单簧管、长笛、钢琴、萨克斯和竹笛等乐器
演奏”。

方晓宇透露，根据大纲安排，接下来的
是“京剧欣赏课”，她已经为学生们准备好
了惊喜。

感受快乐 那才是真正的音乐课

学生变了，给学生上
课的方式也得跟着变。

当单纯刻板的音乐
课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时，将舞蹈这一艺术表
现形式融入音乐课，学
生更容易接受，且乐于
接受。

市48中音乐教师方
晓宇说：“音乐是听得见
的舞蹈，舞蹈是看得见
的音乐。”舞蹈让学生动
起来，通过这种开放式
的教学，不仅可以让学
生获得知识，还可以让
学生获得快乐。

11月30日15时20分，正是市48
中下午第二节课时间。初一（10）班的
教室里，身着校服的学生们却抻胳膊踢
腿，做起了热身运动。突然，教室里响
起了最近爆红的《江南Style》，当明快
的音乐响起时，老师和全班学生一起跳
起了骑马舞。

按照课程表的安排，这节是音
乐课。

“现在学生欣赏音乐的渠道有微
博、网络、电视等多种媒介，这些远远超
过了我们教材上涵盖的内容。”48中音
乐教师方晓宇说，学生对枯燥刻板的教
学形式不感兴趣，即使是上音乐视听
课，播放一些乐曲，学生也不是很有兴
趣，“如果你的iPod里装满了自己喜欢
的歌曲，为什么非要听音乐课上播放的
音乐呢”？

“音乐理应是快乐的，如果跳骑马
舞感到愉悦，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方晓
宇说话时，头微微偏向一侧，眉宇间带
着笑意。

国家教育部在《音乐课程标准》中明确
指出：“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
领域之间的综合，即音乐与舞蹈、戏剧、影
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

“我想到了用《江南Style》做引子，并
根据教室空间情况改编了一些动作，让知
识技巧和快乐融合在一起。”方晓宇表示，
既然学生们喜欢“花样”“喜新厌旧”，我们
就根据教材，采用和学生、时代比较贴近
的东西，用新鲜的内容激发学生上音乐课
的兴趣。

学生变了，给学生上课的方式也得
跟着变。“上课方式学生不喜欢，最简便
易行的方式就是嫁接。”方晓宇说，用最
流行的舞蹈，让学生在动、玩中体会节奏
和旋律的美，感悟音乐，同时也让学生学
会用肢体语言表现音乐。

“每次课堂最后的五分钟，我都会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改编动作
和重新编曲。”方晓宇说，学生们随着音
乐动起来，感受快乐，那才是真正的音
乐课。

不一样的音乐课

用新鲜内容激发学生上音乐课的兴趣

老师也要“喜新厌旧”

□记者 崔宏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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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美术兴趣小组的活动
中，我准备让学生以麦田为题材
画一幅画，便将孩子们带到一大
块麦田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面对这片麦田，你的感受是什
么？孩子们围绕麦田显示了自己
的观察能力，有的说：“麦子在微
风的吹拂下，像金色的海浪。”有
的说：“麦穗真好看，籽粒排列得
真整齐，麦芒像针一样。”这时有
个学生捉到一只七星瓢虫，高兴
地拿给我看。我告诉他七星瓢虫
是益虫，它专吃麦穗上的蚜虫，孩
子轻轻地将瓢虫放回到麦穗上。

观察结束后，回到教室里，
孩子们鸦雀无声地完成了自己
的作品，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
充满个性的儿童画，你根本找不
出两幅相同的作品。有的是浩
瀚无边的金色麦浪；有的是麦秆
上爬满了蚂蚁；也有麦田上空飞
舞的蝴蝶；还有一副，在硕大的
麦穗上有一个大大的七星瓢虫，
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周围飞
满了小虫，远处还有几只飞着的
瓢虫正要过来帮它吃掉蚜虫……
这些画构思大胆，手法独特，个
性突出，充分显示了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

通过观察，激发并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教学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
生能否主动投入，能否激发学生的
创作欲望，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
键。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
们要充分利用美术课的学科优势，
让学生看到“形”，体验到“情”，感
受到“美”。

（许琳丽）

教育的最高境界应当像润物无声的春
雨，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通过和
谐而巧妙的手段，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学生
的心田。

长期以来的教育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让我深知，只靠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不
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甚至还会遭到学生
的抵触，收效甚微。比如我们可以规定
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玩手机等，但
总有制度顾及不到的地方，这就要靠班
级文化去约束。如果一个班倡导文明礼
貌，即使制度中没有规定上课期间进教
室要敲门，学生上课时进教室也会敲
门。正因为如此，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
中，我一直注重以激励为核心的班级文
化建设。

一、通过主题班会来规范学生的言行
我召开了“美在我身边”主题班会，让

学生通过列举身边同学的语言美、行为美、
心灵美的事例，来引导学生寻找美、发现

美、赏识美，进而创造美。通过“我进步了”
主题班会，让学生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捕
捉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再通过宣言的形式
说出来，既让学生树立了信心，又促使他朝
着进步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

二、通过别开生面的家长会，激励学生
上进

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通过家
长会反馈给家长，促使家长共同教育好学
生。为此我采用了分类梳理、学生汇报的
形式，从考试成绩优异、运动会获奖、作文
竞赛优胜、进步最大、劳动最积极、字写得
最好、多才多艺为班级办板报等方面，和全
班同学一起设计出激励学生的话语，向家
长汇报，让每一位学生都有登台展示风采
的机会。

三、通过唱励志歌曲，激励学生
唱着《好男儿》《不白活一回》《我相

信》这些气势磅礴的歌曲，学生心中能不
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而唱着《父亲》《母

亲》《烛光里的妈妈》，也一定能在学生心
中激起爱的涟漪，激励他们一定要有所作
为，报效祖国。

四、把激励贯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我尝试着每天适时而慎重地对学生说

出一句鼓励、赞美的话。不是作秀，而是发
自内心地说。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信任、尊
重的礼物，是使学生自立自强，勇往直前的
动力源泉。

当学生积极为班级做贡献时，我不光
及时表扬，还抓住时机，让他感受成就、感
受荣誉——班级得纪律、卫生流动红旗时，
让贡献大的学生上主席台领奖；运动会上
获得精神文明奖时，让积极投稿、热心服
务、讲文明的学生上台领奖。在这样的氛
围里，少了呵斥，多了温馨；少了批评，多了
凝聚力；少了顽劣，多了上进。

以激励为核心的班级文化，像春天里
和煦的阳光，使每一个学生感到温馨、温
暖、快乐，使班级井然有序，充满生机。

以激励为核心 建设好班级文化

看到“形”
体验“情”
感受“美”

□市三十四中 吴健英

方晓宇和学生一起跳骑马舞方晓宇和学生一起跳骑马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