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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 音乐”融合教学模式对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

影响研究
董向阳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为响应《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的跨学科融合教学理念，本研究旨在探究“体

育 + 音乐”跨学科融合对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影响。选取多所小学的特定年级学生为对象，通过实验法、问

卷调查法、访谈法及观察法展开研究。在实验班实施“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模式，对照班采用传统体育教学模

式，经 12 周 24 学时教学实践后，发现实验班学生在在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极兴趣较

对照班有显著提升。分析表明，该融合模式借助音乐营造氛围、协调动作等优势激发了学生兴趣。研究为小学体

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建议加强教师跨学科能力培养，合理选择教学法，完善学校教学资源。

关键词：体育 + 音乐；跨学科融合；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DOI:10.69979/3029-2735.25.4.007

我国传统体育教学由于过度注重技能传授教学且

组织方式单一，导致低年龄段学生课堂积极性、参与度

不高，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经历着被迫学、被迫练习、无

学习兴趣、的实际问题。

2021 年 6 月 23日，《〈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

导纲要（试行）》提出体育教学注重学科融合与课程思

政，鼓励一线教师在体育教学中适当开展情境式跨学科

主题教学活动，改变单一学习知识或某项技术的现状，

以实现综合育人的目标
[1]
。跨学科融合一直是学生提高

运动能力、学习健康知识和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2]
。体育跨学科融合教学通过丰富多彩的跨学科主题学

习活动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探究、体悟知识，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体育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提升了学

生体育课程学习的价值意义感，提高了学生灵活运用和

整合知识的能力。体育学习兴趣是影响运动学习有效性

的重要变量，是对运动活动的心里偏好和追求倾向
[3]
。

当学生具有较高的体育学习兴趣时，教学效果往往事半

功倍，而小学阶段学生一旦培养出对体育运动的心理偏

好，对学生终生体育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探讨小学阶

段“体育+音乐”学科融合教学对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跨学科融合是不同学科有主有次，在学科核心素养

融合的前提下，以主导学科为中心，连结各关联学科进

行一体化教学的活动
[4]
。本研究以体育学科为中心，连

接音乐学科，以实现 1+1＞2 的效果，探讨在“体育+音

乐”融合教学对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兰州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三年级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等方式确定实验班和对照班，实

验和对照班分别抽取 28人，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1.2.1观察法

在体育课及课余体育活动时间，观察学生的参与行

为、表情、互动情况等，记录学生在不同教学模式下参

与体育活动时的状态差异，辅助对运动兴趣变化的判断。

1.2.2访谈法

抽取部分学生进行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在体育教学

实践过程中对“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模式的直观感受、

学生兴趣变化的具体表现及影响因素等，为研究结果提

供更丰富的质性资料。

1.2.3实验法

按照新课标的要求，在实验班实施“体育+音乐”

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对照班采用传统体育教学模式，

经过12 周 24学时的教学周期后，对比分析两班学生运

动兴趣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教学实验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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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班:

按照传统体育教学模式进行包含准备部分、基本部

分、结束部分的三段式教学。本研究选取田径运动项目

为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包括学生学习并掌握基本技术、

体能练习、基本的裁判规则与动作等。

（2）实验班：

实验班采用“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在田径课技能学习和练习部分中融入节奏感强烈的流

行音乐，教学内容包括基本技术、体能练习、基本的裁

判规则与动作等。具体实施如下：1.热身环节，利用欢

快的音乐带领学生进行韵律操热身，让学生在跟随节奏

舞动中快速进入运动状态，提高热身效果的同时增加趣

味性。2.在体育技能教学过程中，将动作要领编成有节

奏的口诀，并配上相应的音乐节奏，便于学生记忆和掌

握动作，同时也让学习过程不再枯燥。3. 放松环节，

播放舒缓的轻音乐，引导学生进行深呼吸和拉伸放松，

帮助学生缓解运动疲劳，提升对整个体育课堂的好感度。

实验变量选择：

以为体育教学模式为自变量,包括传统教学模式和

“体育+音乐”运动模式两个水平。以不同教学模式对

学生运动学习兴趣产生的教学效果作为因变量,具体包

括了小学生的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

学习消极兴趣、关注体育程度等四个维度。

测量工具的选择：

本研究教学实验选用我国相关学者编制并被验证

的《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评价量表》作为本实验中三年

级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评价标准。此量表已被大量学

者广泛使用，可以有效量化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具有

权威性。

1.2.4问卷调查法

使用汪晓赞教授的《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评价量

表》，分别从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

学习消极兴趣、关注体育程度对实验对象进行评价
[5]
，

采用五点测量法，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

关注体育程度得分增加，表明此维度有提高。体育学习

消极兴趣道德得分降低，表明此维度提高。此问卷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分别在实验前和实验后对实验班和对照

班学生进行发放收集，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照班与实验班体育学习兴趣前测

表 1.对照班与实验班体育学习兴趣前测 T检验（N=56）

维度 对照班M±SD 实验班M±SD P T
运动

参与
程度

29.43±5.85 25.46±8.83 .053 -1.982

体育
学习

积极
兴趣

23.21±5.36 20.79±5.54 .101 -1.667

体育

学习
消极
兴趣

21.93±6.15 25.29±3.35 .778 .283

关注

体育
程度

15.32±4.17 13.50±5.12 .151 -1.458

从表 1中可知 ，实验前测中体育学习兴趣的 4 个

维度均表现出一致性（P ＞ 0.05），可以充分的说明

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体育学习兴趣四个维度实验前测

数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总结可知：通过独立样本 t检

验，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样本数据在对于体育学习兴

趣中的四个维度：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

体育学习消极兴趣、关注体育程度上均不会表现出显著

性差异，实验班和对照班满足实验要求。

2.2 对照班与实验班体育学习兴趣后测

表 2实验班和对照班后测独立样本 t 检验（N=56）

维度
对照组 M±

SD
实验组M±

SD P T

运动参
与程度

26.93±5.06 30.86±7.07 .021 2.391

体育学
习积极

兴趣

23.07±5.47 26.04±4.93 .038 2.130

体育学
习消极

兴趣

22.68±4.92 21.43±7.04 .024 -2.316

关注体

育程度
14.96±3.91 15.36±5.31 .754 0.315

表2为实验班和对照班的体育学习兴趣后测数据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由此表可得，实验班和对照班

在试验后其后测数据（P＜0.05)，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性，

表现在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

极兴趣等三个维度上，说明在经过12周“体育＋音乐”

融合教学后，实验班和对照班在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

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极兴趣具有显著性差异，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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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M±SD 值均高于对照班。

总结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通过 12周 24学时的体

育教学，体育学习兴趣中的关注体育程度维度没有表现

出显著性差异，而在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

体育学习消极兴趣3个维度均呈现出了显著性差异。由

此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对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提高具

有显著差异，实验班均值高于对照班，实验班教学对小

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提高效果优于对照班教学，可以证

明“体育+音乐”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

2.3 实验班体育学习兴趣前后测

表 3.实验班前后测配对样本 T检验（N=28）

维度 前测M±SD 后测M±SD P T
运动
参与

程度

25.46±8.83 30.86±7.07 .00 -3.999

体育
学习

积极
兴趣

20.79±5.54 26.04±4.93 .000 -5.171

体育

学习
消极
兴趣

25.29±3.35 22.96±4.56 .015 2.593

关注
体育
程度

13.50±5.12 15.36±5.31 .169 -1.412

表 3 为实验组体育学习兴趣的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通过观察可得：总共 4个维度的配对数据，

有 3 个维度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分别是运

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极兴趣。

体育学习兴趣的关注体育程度维度没有呈现出差异性

（P ＞ 0.05）。

具体分析可知：实验组的运动参与程度前测数据和

后测数据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P ＜0.01），其水

平显著性（T = -3.999，P = 0.000）和表中数据差异，

前测运动参与程度的 M±SD 值（25.46 ± 8.83）明显

低于后测运动参与程度的 M±SD 值（30.88 ±7.07），

表明通过实验班教学学生运动参与程度显著得到了提

高。体育学习积极兴趣的前后测数据之间呈现出显著差

异性（P ＜ 0.01），其水平显著性（T = -5.171，P =

0.000）和表中数据差异可知，前测体育学习积极兴趣

的 M±SD 值（20.79 ± 5.54）明显低于后测体育学习

积极兴趣的 M±SD 值（26.04 ± 4.93）表明实验班教

学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极兴趣的

前后测数据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性（P ＜ 0.05），水

平显著性（T =-2.593，P = 0.015）以及表中数据差异

可知，前测体育学习消极兴趣的 M±SD 值（25.29 ±

3.35）明显高于后测体育学习消极兴趣的 M±SD 值

（22.96±4.56），表明体育学习消极兴趣明显降低。

关注体育程度前后测数据之间呈现出差异不显著（P ＞

0.05），水平显著性（T = -1.412，P =0.169）以及表

中数据差异可知，实验前测关注体育程度的 M±SD 值

（13.50 ± 5.12）明显低于实验后测关注体育的 M±

SD 值（15.36 ± 5.31），表明在参与实验组教学后，

学生关注体育程度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总结可知：在参与实验组“体育+音乐”教学模式

12周 24学时的教学后，体育学习兴趣 4 个维度中，其

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和体育学习消极兴趣

3个维度均呈现出了显著性差异，而关注体育维度呈现

出不显著。由此可知，“体育+音乐”教学模式可以有

效提高小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其对体育学习兴趣的提

高主要体现在运动参与程度、体育学习积极兴趣和体育

学习消极兴趣 3个维度。

3 讨论

3.1“体育+音乐”跨学科融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

原因探讨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

等神经递质，让学生产生愉悦感，这种积极的情绪会迁

移到体育活动中，使他们更容易对体育产生兴趣。同时，

音乐的节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协调身体动作，增强运

动的自信心，进而提升了学生的体育积极兴趣。

从教育学角度分析：跨学科融合丰富了体育教学的

形式和内容，打破了传统体育教学单一化的局限，满足

了小学生好奇、爱探索的心理特点，激发了他们的学习

内驱力，促使他们更愿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从而提高

了学生的体育参与程度。

3.2 影响“体育+音乐”融合效果及学生运动兴趣

提升的因素分析

3.2.1音乐选择的合理性

以田径项目为例，动作技能教学时，根据动作技能

教学的不同阶段搭配风格各异的音乐。单一动作技能教

学时可选择节奏规整、充满活力的进行曲风格音乐，强

化动作的整齐划一；完整动作技能教学则配上优美舒缓

或灵动活泼的古典乐、轻音乐等，帮助学生更好地展现

动作的优美与舒展，理解动作与音乐情绪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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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训练环节可以结合合适的音乐进行教学创新。

如田径慢跑耐力训练，选取节奏轻快、鼓点明显的音乐，

让学生跟着音乐的节奏调整跑步速度和步伐频率，既能

使跑步过程不再枯燥，减少对跑步的消极情绪，又有助

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跑步节奏习惯，提升耐力训练效果。

3.2.2教师对融合教学的掌握程度

“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是以体育学科为主体的教

学模式，体育教师在拥有良好体育教学能力的基础上要

加强音乐素养的学习，了解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像乐

理中的节拍、节奏、调式等概念，掌握常见音乐风格特

点以及不同乐器的音色效果等，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择合

适的音乐用于体育教学，并能准确地引导学生感受和把

握音乐中的节奏、情感等元素与体育动作相配合。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模式对小学生体育学习兴

趣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运动参与程度、体

育学习积极兴趣、体育学习消极兴趣上的提高，而关注

体育层度上并无明显提高。明确该融合模式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体育+音乐”融合教学模式

对小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的提高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教

学模式。

4.2 建议

4.2.1针对小学体育教师

建议加强对音乐知识和跨学科教学方法的学习培

训，提高融合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以便更好地在课堂中

实施“体育+音乐”融合教学。

4.2.2对于学校层面

倡导进一步完善教学资源配置，为体育与音乐跨学

科融合教学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除了常规的体育器材

外，要配备一定的音乐器材，如前面提到的简单打击乐

器，方便在节奏教学等环节让学生直接参与体验。还可

以准备一些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如蓝牙音箱等），便

于在户外体育教学（如操场、校园空地等开展活动）时

随时播放音乐。

4.2.3教学法运用

教学法的选择上要优先选择情境教学法，创设音乐

与体育融合的情境故事，以实现体育学科和音乐学科的

融合，实现1+1＞2的效果。

4.2.4在后续研究方面

本研究仅探讨“体育+音乐”融合教学对小学体育

学习兴趣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延长

研究周期、探索更多元的体育与音乐融合方式，不断深

化对这一跨学科融合领域的研究，持续提升小学体育教

学质量和学生运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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