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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教学“五融合”，综合素养促提升
衡阳市石鼓区都司街小学 刘婵

一、合唱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歌曲本来就是从日常劳动生活中创

造出来的。 在教学《铃儿响叮当》这一首
合唱歌曲的导入环节， 我把音乐教室布
置成圣诞演唱会的场景， 运用生活化的
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圣诞老人邀请
小朋友们参加合唱艺术节表演”！ 以此来
提高他们参与学习的兴趣。 整堂课的教
学环节，如圣诞老人带来的节奏祝福语，
“喜鹊”组、“画眉”组的合唱比赛都由这
一条情境主线贯穿，让学生沉浸在“圣诞
节”欢唱《铃儿响叮当》轻松喜悦的氛围
中，自始至终保持着歌唱的积极性。

二、合唱与实践活动相融合
新课标强调音乐教师要高度重视

学生的艺术实践。 如我在教学合唱歌
曲《真善美的小世界》时，主要采用师
生合作、生生合作方式，先学习第二声
部，再学习第一声部的副歌部分，最后
体会表演合唱，由易到难逐步掌握，增
强了学生歌唱的自信心。 教学环节由
游戏、比赛、表演等小学生喜爱的活动
方式串联组成， 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
获得知识和技能， 真正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三、合唱与姐妹学科相融合
将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姐妹学

科表现形式同唱歌综合起来， 可以帮助
学生体验到更丰富的情感。 如学习《木瓜
恰恰恰》这首合唱歌曲时，我会问孩子们
这首歌曲哪儿最有特点。 孩子们都说“恰
恰恰”很有意思，我便启发学生：你想到
了什么？ 有的学生会说：恰恰舞。 这时我
会顺势介绍恰恰舞， 并播放舞蹈激起学
生浓厚的学习热情。 随后，我带着学生边
听歌曲， 边用扭胯的简单动作感受印尼
风格舞蹈，使学生没有只停留在欢快、活
泼这一情感表层上， 而是洋溢喜悦与潜
在力量相融合的情感， 演唱出一首蕴涵
着热爱生活、充满自豪感的合唱歌曲，这
样富有真情实感的歌声才能引起听众的
共鸣。

四、合唱与音乐常识相融合
合唱教学中一定要渗透音乐常识的

教学，才能打好识谱与演唱的基础。 在教

学《知更鸟的歌》时，我设计简单的节奏
卡农引出二部轮唱。 随后师生合作示范，
同桌尝试练习， 让学生清晰地感受到轮
唱的规则。 接着让学生通过亲身演唱合
唱部分，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合唱，并从和
谐的歌声中体会到合唱的魅力。 最后利
用同一首歌曲激发学生讨论：“你们还想
知道和表现哪些演唱形式？ ”拓展学生的
音乐知识， 并通过设计演唱形式进行歌
唱表演，加深对领唱、齐唱、重唱等多种
演唱形式的理解和掌握。 就这样我将音
乐常识与唱歌教学有机结合， 使乐理变
得通俗易懂， 又让学生在歌声中巩固加
深了知识和技能。

五、合唱与声音艺术相融合
众所周知，合唱是声音的艺术，归根

结底是要通过歌唱感悟体验人声的美。
无论哪一首合唱歌曲， 我都采用科学的
方法坚持训练学生轻声演唱和头声发声
的感觉。 方法一：坚持“u”母音模唱练习，
让学生想象含了一口水的感觉， 打开咽

喉，用吸的感觉轻声演唱。 方法二：通过
闻花香、 打哈欠帮助学生打开头腔共鸣
通道。方法三：启发学生联想喉咙长在额
头上， 用高位置的发声方法获得头腔共
鸣。 方法四：跟学生强调合唱求共性、隐
个性。 提醒学生耳朵聆听整体音响，不能
只听到自己的声音， 时刻注意自己的声
音是否会“冒”出来，如果有一个人用不
同的发声位置或方法唱，就会“冒”出来，
声音也就不统一了。 在合唱教学中，我坚
持培养学生追求声音的和谐、 统一、均
衡，存共性、去个性，这样的合唱声音才
是最圆润、最优美的。

综上所述， 班级这种融合式合唱教
学法，要始终围绕教学目标，突出音乐主
线， 把握住科学合理的融合契机点来进
行巧妙设计。 这样由浅入深、生动有趣地
合唱教学将学生的目光引向更广阔的天
地，有利于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提高，拓
宽知识视野， 并以艺术化的方式促进相
关学科的学习。

本文系衡阳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中小学合唱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批
准号：XDJ2019189）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在课堂教学中，行为的主
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课堂教学要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思想。 那么，如何在课堂教
学中营造出一种愉快的教学氛围，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最大限
度地体现课堂教学的价值呢？下面结合地
理教学，谈谈几点体会：

一、在课堂教学中，让成功的愉悦波
及每个学生

一是提供竞争平台，让成功成为每个
学生的渴望。 无论课堂时间多么宝贵，我
总会把学生分成几组，进行地理知识抢答
赛。把学习好的和学习困难的学生积极性
都调动起来，让他们都能聚精会神地倾听
所提的每一个问题， 然后踊跃举手回答。
如果答对了， 会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
悦；如果错了，又会渴望下次参与竞争。
二是肯定为主，赏识每个学生。 每个人都
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得到别人的赏识，
所以很多学生都愿意在课堂上积极回答
问题以获得肯定赏识。 在课堂上,我一般
是将较复杂的问题分拆成几个小问题，让
学生举手作答，使每个人参与的次数和成
功的机会大增；若遇到学生不会回答或回
答不正确时，我会给予鼓励和启发，让他
们能够正确回答，再给予表扬。这样，就会
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愉快，从而提高地理
学习效率。

二、多方面着手，营造愉快的学习氛围
一是借用历史故事， 进行愉快教学。

事物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现在的地理事
物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讲美国领
土组成时我问学生：为什么美国领土阿拉
斯加远离美国本土？我提供几种答案供学
生讨论：侵略扩张、历史形成、购买所得。
学生对这个问题表现得兴趣盎然，在学生
互相讨论之后，我告诉学生是用 720 万美
元购买所得。 这时，我便把美国向俄罗斯
购买阿拉斯加的历史故事讲述给学生听，
听完了我的故事， 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
在讲解非洲政区图时，我指导学生看图并
提问：为什么非洲许多国家之间的边界会
呈明显的几何图形呀？ 很多学生踊跃猜
测。最后，我给出答案，造成这种疆界线的
特点主要是因为西方殖民者为了方便各

自的利益，直接在地图上用尺子划分各殖
民地的边界，从而形成了非洲许多国家直
线国界的特点。

二是借用诗歌谜语，进行愉快教学。诗
歌谜语能增强教学语言的艺术性， 充分吸
引学生的注意。在讲东南亚各国首都时，我
先讲一组谜语：抬头望明月、大象盛会、大
河之中。 这样一下子就让学生明白了谜底
分别是仰光、万象、河内。 另外，在讲到《山
地垂直自然带分布图》时，我选用了白居易
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来
说明山地气温及热量的垂直变化， 这就更
有助于学生对自然带分布的形象理解。

三是借用热点时事， 进行愉快教学。
热点时事总是能引起人们莫大的关注和
兴趣，学生对此也不例外。 在讲西亚这一
章时，我先向学生介绍这几年来国际油价
大起大落的状况，当向学生讲明最高油价
与最低油价在半年内相差近三倍时，每个
学生都睁大了求知的眼睛。然后我话锋一
转：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拥有石油宝
库的地方，请同学们翻开地图册，看看西
亚位于亚洲的什么部分。 于是，学生都饶
有兴趣地进入了该章节的学习。

三、抽象事物形象化，传递愉快的因素
一是通过沙堆模型，加深对地理事物

的形象记忆。针对初中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较低的特点，在讲俄罗斯地形之前，我让
学生准备一些绿色的毛线，然后给他们一
些蓝、黄、绿等颜色的粉笔，让他们研磨成
粉。 之后的课堂，我把学生带到学校的跳
远沙坑里， 指导他们对照俄罗斯地形图，
在沙坑里划出俄罗斯的大致轮廓， 把海
洋、平原、高原、山地分别撒上蓝色、绿色、
黄色的粉笔粉末。 这样，俄罗斯的地形地
貌就直观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对俄罗
斯的四大地形区也就铭记在心。

二是善用比喻，将知识趣味化。恰当地
运用一些比喻， 常常能引起学生的较大兴
趣，情感的共鸣。我们可以把澳大利亚比作
南太平洋上的皇冠， 我国宝岛台湾比作一
颗红薯， 而位于欧洲南部三大半岛的意大
利又是一只长筒靴等等。 顿时课堂气氛活
跃起来，学生们也显得很愉快，显然，他们
在快乐中学会了知识并提高了学习效率。

宅家战“疫”，让思想活起来，儿子
在家人群里发了这样一道小学数学题，
让大家做一做，此题如下：

这下炸开了锅，答案真所谓五花八
门。 29、19、10、7......我觉得这个看图题
挺有意思，故将此题发至朋友圈。 立马
好友们也给出了各种答案，但离标准答
案都有些偏差。 根据大家分析得到的结
论，我将答题者的做题与思考状态大致
分为这几类型：

第一类：粗枝大叶型
这一类型的人居多，答案是 19。 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拿到题反应快，但审
题毛躁，观察不仔细，不注重细节思考，
容易思维定势。 他们的理由是：熊 =7，
车 =6，帽子 =2，所以答案就是：7+2×
6=19。 其实，最后一个算式中的三个图
与前三道算式中的图略有变化，其中熊
少了博士帽， 这就要算成光头熊、 图 2
博士帽多了一根飘带也就意味着这里
是 2 顶博士帽、 汽车里的小熊不见了，
这只能按空车的重量进行计算。

第二类：思维谨慎型
这类朋友比较稳重， 知道你在考

他，一定会设计陷阱。 于是，小心谨慎地
审起题来，一定要找到题中的变量在哪
里。 图形、符号的变化，都逃不过这些朋
友的火眼金睛。 抓住了细节，答案自然
迎刃而解。 5+4×1=9
� � � �第三类：思维创新型

这类朋友屈指可数， 想象力特丰
富，真可谓奇才。 他们在分析问题时注
重纵观全局、脑袋洞开、思维独特。 解决
问题时比较理性、睿智、创新。 这是来自
南方科技大学的博士后侄女的分析：小
熊头上有博士帽，为什么小熊和博士帽

合并一定要定义为加呢，我们可以定义
任何一个函数，来表达两者在一起的关
系。 如果这样去思考的话，此题的答案
又何止一个呢。 是的，这就是运用小学
数学课本里提到的定义新运算。 而我们
习惯于用常规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或分
析某一事物， 缺少的是一份想象力，一
份探求根本的动力。 看了下面这张图片
分析，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纵观此题， 作为 100 以内加减乘除
的计算应该不成问题， 表面看是一道很
普通不过的混合运算题， 实际上题中有
很多的“陷阱”， 这是考查我们观察、思
考、想象、分析等细节方面的能力。 如果
我们囫囵吞枣、粗心大意、自以为是、想
当然，就会掉进“陷阱”中去而不能自拔。
而我们的生活中又何尝不是“陷阱”满天
飞呢？ 如房屋租赁陷阱、旅游陷阱、日常
消费陷阱、 看病就医陷阱、 电信陷阱等
等，生活中的陷阱防不胜防，我们要拥有
一双善于观察的慧眼， 更要有猎手的敏
锐与直觉，要善于分析、善于想象、善于
探本寻源。 遇到事情冷静思考， 保持警
惕，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朋友们，让五彩
缤纷的生活丰富好我们的阅历， 让奇妙
无穷的数学服务好我们的生活。

以愉快的教学氛围提高学习效率
怀化市会同县堡子镇初级中学 梁小青 由一道小学数学题引发的思考

长沙高新区麓谷小学 周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