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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育学家弟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

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的确，课堂不只是冷

冰冰的教育场所，课堂教学应是快乐的、有爱的、活跃

的、合作的学习乐园。游戏之所以深受儿童喜爱，在教学

中被广泛的应用，原因是它不仅有趣，而且符合孩子的

身心发展规律， 它能够极大地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让
他们在游戏中能够释放天性，但仅此而已吗？ 《游戏力》
的提出，让我们对游戏有了全新的理解。 原来，善用“游
戏力”能帮助学生建立自信、懂得道理、提高审美、愉快

合作、富于创造，得到身、心、智的全面发展。
一、“游戏力”的定义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劳伦斯·科恩博士提出“游戏力”
的概念， 他主张“以游戏和理解情绪的方式与孩子联

结”，用“玩”代替“说”以增进亲子之间的理解，提高教育

的效能[1]。 “游戏力”是以孩子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进行

亲子沟通，它在亲子的沟通中被称为“双向翻译机”，即
通过游戏唤醒孩子内在的自信力，并在亲密的沟通中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2]。换言之，就是通过游戏将隐藏在儿

童表面行为背后的需求及时而精准地翻译出来，并将我

们的关爱、鼓励、期望等翻译成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愿意

接受的语言。 笔者感受到了“游戏力”教育方式的价值 ，
努力在教学中践行“游戏力”。

二、“游戏力”教学与“游戏化”教学的区别

“游戏化”教学，注重游戏本身在增强趣味、激发兴

趣、调节情绪、促进理解的功效，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获得音乐知识，提高音乐审美[3]。“游戏化”的音乐活动作

为一种常见的、重要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够让学生从中

获取音乐知识，还能提高音乐审美。 但“游戏化”教学更

多的只是把游戏作为组织教学的辅助手段之一，消除学

生对学习的枯燥乏味感，更好地引起注意、激发好奇心、
调节情绪，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游戏力”教学，作为教学方式注重满足学生内心更

深层次的需求，关注学生在体验与表达中感受音乐的魅

力、体会音乐丰厚的人文底蕴，其内涵比“游戏力”教学

更为丰富。 在音乐课堂中，学生在体验游戏的乐趣和感

受音乐知识魅力的同时，也能在音乐实践中与师生建立

良好的关系、与同伴之间互动交流、在老师的适度引导

下突破自我，这不仅是提升小学音乐核心素养的有效手

段，也能对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促进的

作用。
三、“游戏力”教学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作用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将“游戏力”教学运用于小

学音乐课堂，重塑师生关系，营造人文课堂，丰富音乐体

验，促进音乐理解，实现学生的自我发展。 为此，笔者提

炼了“游戏力”教学的三大要素：建立联结、互相倾听、适
度轻推。 接下来，笔者将以人音乐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上

册《母鸡叫咯咯》一课为例，谈谈如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

运用“游戏力”教学。
（一）“趣”创情境，建立联结

“联结”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积极关系，能被彼此感

受到的情感纽带。师生建立联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游

戏，游戏元素的引入，弥补了师生缺乏交流的遗憾，成为

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桥梁，让师生的联结更加深刻。 课

堂中，教师可以创造条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有针

对性的游戏，如创设情境“超级模仿秀”“我是歌手”“节
奏大师”等，用游戏的方式走进孩子的世界，与其建立联

结。
游戏一：“母鸡啄米”———体验节奏“X X X”
在初步感受歌曲情绪时，笔者设计“母鸡啄米”的游

戏让学生在“X X X”处体验节奏游戏。 学生围成一个大

圆圈，随教师的范唱朝逆时针方向走动，当听到教师演

唱“叫咯咯”时，学生停下脚步，用“母鸡啄米”的动作与

同伴或老师进行互动。
在有趣的游戏情境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这不

倾听有趣，轻推入心
———“游戏力”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联结

张丹妮
（厦门市大同小学 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在音乐课堂中，常有教师陷入这样的僵局：忽视情绪、偏离需求让课堂缺乏温度；活力不足、缺少童趣让
教学变得枯燥；浅层体验、单一表达让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浮于表面。如何让音乐课堂有活力、有人文，让学生在音乐
课中既能提高音乐素养、获得审美体验，又能健全人格，成了音乐教师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运用小学音乐“游戏
力”教学，让师生重建“联结”、让“倾听”更加有趣、让“轻推”逐步入心，学生在逐渐的自我突破中，实现生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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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优化课堂氛围， 也让师生间的关系由“被动教学”到
“主动教学”，此刻，联结便已建立起来，师生间达成了更

好的沟通及共识。 一旦建立了这一良好的关系，在接下

来时间里，就可以让他们更愿意倾听，这也是顺利开展

教学的第一步。
（二）“趣”设教法，互相倾听

“倾听”是《游戏力》书中提到的“向内看”，即教师带

着反思与觉察，关注学生内心的声音。 游戏有着打开孩

子心扉的功能，即便是简单的游戏也能发觉孩子的情绪

暗流，关键是需要教师在与学生的互动游戏中用心观察

孩子的一举一动。在教学中，有两种关系的“倾听”，即师

生间和生生间的互相倾听。
1.师生间的倾听

《新课程标准》提出“音乐音响不具有语义的确定性”，
这就需要教师作为倾听者，从学生的表面行为，倾听他

们真正的感受和需求，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学习的空

间，激发学生表达各种情绪、情感，关注他们真正的感受

和需求。
游戏二：“母鸡做什么？ ”———听辨相同乐句，发现规

律

在歌曲“旋律学习”这一环节中，学生已能够听辨乐

句特点，并能为相同的乐句设计动作，笔者设计“母鸡做

什么”的游戏，让学生用肢体动作表现第二、第四两个相

同乐句。 学生有的将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头靠在手上作

休息状代表“母鸡休息了”；有的学生想到两两配合做握

手的动作代表“和同伴道别”；有的两人配合下蹲做拥抱

的动作表示“天黑了，母鸡带着小鸡回家了”。
在有趣的互动游戏中， 教师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

教师倾听学生对音乐的理解， 从而提升他们感受美、表
现美的能力。
2.生生间的倾听

倾听他人内心的声音，需要耐心、全情投入。如对他

人的演唱进行倾听并做互相评价，或者在合唱歌曲时声

部间的倾听。 《新基础教育》提出“还给学生一个交流的

课堂”。 教师可以按需要增加学生个别学习、小组学习、
大组讨论、学生“小老师”等多种游戏活动，还学生时间

和空间，促进其倾听与交流的能力。
游戏三：“母鸡躲老鹰”———感受力度变化

学生能够完整演唱歌曲后，笔者设计“母鸡躲老鹰”
的游戏，请一位学生“小歌手”上台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

解，设计不同的力度演唱歌曲，台下的学生用动作表现。
当演唱的力度强，代表“老鹰来了”，台下的母鸡或小鸡

做出动作保护自己。当演唱的力度弱，代表“老鹰走了”，
台下的母鸡或小鸡用动作表现快乐地玩耍。 孩子“自导

自演”后，通过小组交流，对他人的表现进行评价。 将游

戏融合在音乐课堂中，使得学生有更多“倾听”的机会，

师生在互动和体验中产生思维的碰撞，寻找问题的解决

方法，在交流中对问题的理解达成共识，最终以动态循

环的方式推进，促进师生的“共生效应”。
（三）“趣”换主体，适时轻推

“轻推”即引导，教师推动孩子向前一步，但力度不

能过大。轻推的原则是：1.给予支点，始终陪伴。2.速度放

慢，耐心引导。 3.经常暂停，允许反复。 如通过“情景表

演”， 教师有步骤地放手， 让学生一步一步实现自主创

造，指导学生走上自我突破与发展的道路。
游戏四：“母鸡的同伴”———情景编创

在歌曲的拓展环节中，笔者设计“母鸡的同伴”这一

游戏，让学生在小组合作中进行情景编创，我主要轻推

了以下几个步骤。 轻推 1：确定角色；轻推 2：创编歌词，
熟唱歌曲；轻推 3：根据各组角色确定动作元素；轻推 4：
在动作元素上加入方位和空间变化；轻推 5：创设故事

情景。
第一小组的情景编创主题为“小鸟捉虫”，其中一位

音准好的组员演唱歌曲；一位性格内向的男生扮演“大
树”，随音乐节奏在空中摆动；在小组中有一位性格比较

活泼好动的孩子，“虫子”的角色交给他来扮演，孩子犹

如释放天性，在教室的各个角落钻来钻去；还有三位女

生扮演可爱的“小鸟”自由飞翔，画面感十分丰富。 再如

第二小组创设的情景———“小鸭游泳”，两位男生用手臂

撑起了一座“桥”，两只“小鸭”在桥底快乐地游来游去，
一旁还有“螃蟹”“小鱼”“海藻”陪伴，生机勃勃，创意十

足。
在笔者逐步地“轻推”中，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有

更多的学习自主权， 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显现，并
极大地调动其头脑中的“创新小能手”，提升其创造性思

维潜能。
“游戏力”教学是一种顺应时代教育发展趋势的教学

方式，学生在“游戏力”教学中，充分体验游戏的趣味性，
在松弛的心理状态下参与学习， 丰富对音乐内涵的感

悟，提升音乐素养，形成健全的人格，实现生命成长。 作

为教师，我们不能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俯视孩子的姿态，
而是需要具备一颗“游戏力”的童心，懂得蹲下身子“倾
听”孩子的心声，并在关键时刻，“轻推”一把，与其建立

“联结”，这是一种教育的纯真与智慧。 在我看来，“顺势

而教，彼此成就”，就是教育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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