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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疫情下如何将教学技术整合于音乐线上课堂上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以及意义

新冠肺炎从 2020年 3月持续到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教育界也不

外如是。音乐课是一门需要实体教学的课程，作为一位音乐老师，如何在网络上传授

学生知识？如何能在线上提高学生的参与感度？音乐课能否在线上课堂进行？如何进

行？怎样进行才能达到现实课堂的效率？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视谱唱名，声势

手号，体态律动等音乐课程，在疫情下面，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将音乐

实体与线上网课所结合，如何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在此文章中我们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哪些音乐软件能适合于线上课堂？在实际班级

案例中这些软件给老师以及学生带来怎样的反馈？这些音乐软件给我们的线上课堂带

来怎么样的改变？他的优缺点有哪些？笔者将找到的音乐软件虚拟钢琴（virtual

piano）、google docs里面的 flat for doc，musescore电脑制谱与操作软件，kami作业编

辑软件等等融入到线上音乐课堂，接下来将会以虚拟钢琴（virtual piano）、google

docs里面的 flat for doc在初一勤以及初一勇两个班级进行案例讨论和分析，并且得出

相应的结论。

二、文献参考

在陈瑾的《“互联网 +”背景下“双师制”音乐教学模式探》这篇论文当中，“双师制”

是指“线上”“线下”双重教学，顺应“互联网+教育”的模式，能够切换，融合线上与线下

的教学资源与手段，实现多元化音乐教学，突破传统音乐课堂教学，成为一名新生态

音乐教师。这篇论文从三个角度实施“双师制”的双重教学：1.可以利用在线音乐资源

库，比如 PPT、视频、音频、视频、图片、电子、文档等。2.在线课程的开发与利

用，或者自己制作、拍摄的在线课程等。3.将“面对面”教学转换成线上教学，音乐教

师需要多关注，了解，运用互联网上的音乐教学资源，是用对教学有用的 app或教学

平台，来吸引学生在线上课堂的专注力，提高线上课堂效率。

在任陆的《发挥优势 顺势而为———对中小学线上音乐教学的反思》论文里通过

对疫情期间中小学线上音乐教学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到“以疫情期间音乐教学存在

的问题为切入点，探索特殊时期 基础音乐教育的实施与应对策略”，线上音乐教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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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老师的独角戏，虽然不能像实体课那样做到“弹，唱，跳”面面俱到，但是我们

尽量要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但是线上音乐课程可用软件资源数量极少。 在网络技术高

速发展的今天，线上音乐教育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疫情袭来，使其在教育手

段、资源上的短板 显得更为突出。此次疫情也给音乐老师们敲响了警钟，音乐课在这

种环境下，要调整我们的教学模式，完善音乐教育改革。

通过以上两份文献参考，疫情下音乐课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针对线上教学我们

要做到扬长避短，既要遵循线上音乐课其独特规律，又要结合音乐线上 app进行课堂

实施，重构疫情下的音乐课。

三、实施方法

（一）线上教学方法：flat for doc 节奏训练

图 2-1

1、举例班级：

初一勤

2、课堂实施：

教学目标：

 复习学生学过的音符与音值唱名。

 能够让学生在线上听出简单的节奏，并且用在 flat for doc软件中将它做出来。

教学难点：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的听出节奏。

 学生能否在 flat for doc中选中相应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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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实践：

 导入：

打开视频《A Guide to Rhythm Reading》，让学生一边拍打节奏，一边复习上节课

所学到的音值唱名： （2拍）=ta an （1拍）=ta ； （1/2拍）=ti； （1拍

休止）=hm。

 新课教学：

（1）向同学介绍 word文档插件中的在 flat for doc软件，请同学在自己的电脑上

安装并且登陆学校的账号。

图 2-2

（2）安装过后，老师创建班级节奏听写表格，让学生选择 single staff，直接来到

听写界面，教师可向学生介绍每一种音乐术语以及大概用在五线谱的哪里，比如：

Articulation（演奏法） Dynamic（力度术语）Measure（小节）等。

（3）在 note界面当中有学生听写所需要的音符，老师示范一遍如何听写并且提

醒学生将听到的节奏音符拖入五线谱当中。

（4）老师拍打节奏，请学生在老师创建的表格中插入所听写的答案。

（5）点开界面当中的喇叭图案，学生可自行去听自己所做的节奏，并且与老师所

拍大的节奏对比。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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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拓展：

此软件不仅可以做音乐节奏，也可以做少许旋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做与之

相应的音乐内容。

4、学生的成果展示：

图 2-4

5、学生回馈/想法：

 优点：

这个软件可以听到自己所做的节奏，并且也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答案，可以与之

对比。

 缺点：

（1）没有手写方便，有时候可能会来不及做

（2）家中没有电脑的没有办法做。

6、学生掌握线上音乐软件情况数据分析：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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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勤选修班总共有 14位同学，学生听写完成状况如上图：一遍能将老师的节奏

听出来并且用通过 flat for doc打出节奏的的同学占总数的 14.3%，大概有 2位同学；

两遍能将老师的节奏听出来并且用通过 flat for doc 打出节奏的的同学占总数的

28.6%，大概有 4位同学；以此类推，三遍的大概有 6位同学；写不出答案的（其他原

因）的大概有 2位同学；其中听三遍就能将节奏用软件打出来的学生比例最多。

7、课堂反馈心得：

 优点：

（1）学生可以多学习一项有关音乐编辑软件一项技能

（2）老师公布答案的时候比较方便，学生可以直接看到。

（3）学生可以在软件中听自己所做的节奏，并且与老师的答案进行对比，从而知

道自己答案的错与对。在现实课堂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学生只能重复听老师拍打的节

奏，听老师的讲解，缺少自己寻找正确答案的时间。

 缺点：

（1）学生可能因为网络卡而听不到老师所拍的节奏。

（2）这个 word-flat for doc 只有电脑才可以做，有些学生家中没有电脑的就没有

办法做。

（二）线上教学方法：虚拟钢琴-视谱练唱-《遇见》

图 2-6

1、举例班级：

初一勇

2、课堂实施：

教学目标：

 认知：

（1）让学生在线上课堂能够正确找到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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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

 教学难点：

（1）高音 do re mi在钢琴上的位置

（2）弹奏延音时值的准确性

3、教学实践：

 导入：

老师带领学生回顾上节课学到的《遇见》里面的难点：八分休止与四分休止以及

延音线 tie。给学生 5分钟时间练习下图节奏与音值唱名，五分钟过后，由老师抽取学

生一边拍打节奏一边读。

图 2-7

 巩固知识：

老师请学生分别来回答这首《遇见》各音的唱名与音名，并请学生写在自己的本

子上。写完过后，由于学生已经掌握节奏，老师直接带领学生唱两遍《遇见》的唱

名。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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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教学：

老师打开放在线上课室主页的虚拟钢琴，简单介绍一下钢琴的音域范围、黑白键

以及钢琴键盘上面的音名。对于难点延音，老师会一边读音值唱名，一边弹奏。并让

学生跟在后面练习。老师示范给学生各音在钢琴上的位置，并且将这首《遇见》的视

频录制下来放在课室里供学生练习与参考。20分钟过后，老师请学生呈现练习的情

况，要求是边弹奏边唱唱名

 拓展练习：

老师可增加弹奏时的难度，要求学生嘴巴唱唱名，左手做手号，右手弹奏。目的

是为了锻炼学生的音乐思维与肢体协调，能够做到“一心三用“

4、学生回馈/想法：

 能够对照着唱出音。

 反应力不够，容易弹错音。

 要做到“一心三用”，难度很大。

5、学生掌握线上音乐软件情况数据分析：

图 2-9

初一勇选修班总共有 18位同学，其中能够同时完成弹奏虚拟钢琴、唱名以及手号

的同学共有 14人；能够同时完成弹奏和唱名的同学共有 10人，是占班级人数最多

的；只能弹奏的共有 4人；不会弹奏的目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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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堂反馈心得：

 优点：

（1）学生可以准确的认识钢琴中音的位置。

（1）学生可以巩固唱名与音名，并将其转换自如。

（3）学生可以锻炼反应能力与逆向思维。

（4）学生能够纠正自己的音准。

 缺点：

（1）网络不好时会造成软件反应迟缓，造成学生所弹的曲子有卡顿现象。

（2）学生使用手机操作软件时，摄像头会关闭。

（3）除了虚拟钢琴，为了丰富音乐课堂还会用到 music teach teacher：

这个 app跟虚拟钢琴一样，同样可以巩固学生五线谱知识，以及可以将指定的乐

曲弹出来。但是比起虚拟钢琴来，比较好的是他可以直接看到谱，可以直接听到曲子

的旋律以及对于初学者，不熟悉键盘的同学来讲可以看到音名，比较方便练习。缺

点，就是音域没有虚拟钢琴广，用的范围比较局限。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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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的发现

表 4-1

实体音乐课堂 线上音乐课堂

主体 学生为主 学生为主

教学方法 面对面教学 线上教学

课堂技术应用

实施方法优势

从老师角度出发

1.能够直接观察到学生对知识

的了解程度

1.学生可以使用音乐软件等

可以实行操作

2.老师与学生互动频繁
2.改作业方便，音乐表单，

统一答案，直接发回

3.作业状况电脑能够去分析

从学生角度出发

1.课堂效率高，注意力容易集

中

1.对于学生：视频或者音频

可以反复去听。

2.能够直接模仿老师的音高，

观察老师的发声方式等，询问

老师问题，比较方便。

2.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查找所

需要的视频与资料

3.能够直接感受到老师唱歌时

的情绪或者神态，整节课生动

有趣。

3.学生可以重复查看老师所

讲解的课程与需要练习的

内容

4.学生更加独立自主

，更会加深与同学所沟通

课堂技术应用

实施方法劣势

从老师角度出发

1.学生在课堂上没有音乐软件

等可以实行操作

1.不能够直接观察到学生对

知识的了解程度

2.课堂上所讲解的内容学生课

后没有办法重复查看老师上课

讲解的内容

2.网络不好，消息是否能够

及时传送。

3.互动差，学生参与感低。

从学生角度出发 课堂音乐设备不足
电子设备不充足，没有电

脑不好实施

五、本研究存在的问题

1.本研究数据没有采用大量数据，只是统计了一两班的情况，可能对学生掌握软

件的情况不够准确。

2.本研究的音乐软件可能还不够丰富音乐课堂，还需要多找寻其他类型不一样的

音乐软件，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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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疫情期间，老师，学生，家长可能都会感觉到对教育的迷茫，传统教学模式冲

击，科技带来的便利，是否真的能够完善线上课堂需要。事实上，线上音乐课程还是

不够传统音乐课程丰富多样，以“线上授课 +线上练习 +线上互动+ 课后练习 ”音乐线

上教学技术整合，学生是否能够在仅有的资源中提高学习效率与参与感，活跃课上氛

围，减少落差感，这是我们作为音乐教师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直需要去面对与

解决的。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音乐软件可以便利学生的音乐线上课程。同样也希望线上

音乐课程也能够有一天可以像线下课程一样变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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