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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学课间音乐的应用与价值
刘明知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不足及其改进。通过对中小学课间音乐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了多样化的音乐选择、完善的音量控制机制、与时俱进的音乐更新和完善的管理机制等改进

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中小学课间音乐的质量，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为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文

化素质的提高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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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recess music in middle and middle schools
Liu Mingzh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ments of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interval music.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interval music, we propose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diversified music selection, sound volume control mechanism, up-to-date music updates, and improv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val music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timulate students'interest in music, and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musical literacy and
cultural quality.
Key words：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interval music; shortcomings; improvements; diversification; sound
volume control; updates; management mechanism

1前言

课间音乐指的是在学生上课两节课之间播放

的背景音乐，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和课

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学课间音乐逐渐成为一种

新型的教育手段和方法。

中小学学生正处于身心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

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波动比较剧烈，因此，课间

音乐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课

间音乐既可以较好地缓解学生在紧张学习中的压

力，使得学生得到更好的休息，同时也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调整学习状态，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

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本篇论文的研究将系统地阐述中小学课间音

乐的应用与价值，以帮助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和关注

学生身心健康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间音乐

的应用方法和效果，同时也对进一步推广和发展中

小学课间音乐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也是对这

一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

2课间音乐概述

2.1课间音乐的定义与类型

课间音乐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安排在两节课之

间的、有利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教育教学活动开

展的音乐。按照音乐类型，课间音乐主要包括流行

音乐、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等多种形式。根据国内

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显示，古典音乐和轻音乐是中小

学课间音乐的主要类型，他们既可以在校园广播中

播出，也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在教室内播放，其应

用场景十分广泛。

2.2课间音乐的历史与现状

课间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

英国大型企业开始在工厂、学校等场所中推广课间

音乐，这种工业文化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随着教

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小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

也在不断创新，课间音乐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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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一种重要的教育策略和手段。

据了解，在我国中小学的校园生活中，课间音

乐是一种常见的教育活动形式。2010年，教育部公

开发文，要求全国中小学在课间为学生播放音乐，

此举旨在促进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身

心健康水平，增强教育教学效果，获得了社会广泛

关注和积极响应。

目前，国内外各大学校对课间音乐的研究和实

践相继深入，这些研究发现，课间音乐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课间音乐能够有效缓解学生在紧张学习

中的压力，化解负面情绪，使得学生得到更好的休

息。研究表明，适度的音乐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

胺等愉悦物质，使人感到愉悦和轻松，有利于消除

疲劳，恢复体力和精神状态。

其次，课间音乐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效率。

有些专家指出，适当地播放具有节奏和旋律的背景

音乐，能够帮助学生保持注意力和集中精力，提高

学习效率和质量。这主要是因为音乐在心理学上有

一种“氛围化”作用，不仅能够调节学生的情绪和

心理状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

此外，课间音乐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学生的身体

素质。学生们经常需要保持坐姿、抬头、眼神等一

些固定动作，时间一长会导致身体疲劳，从而影响

听课效果和学习质量。适时放一首活泼、欢快的音

乐，让学生活动一下肢体，缓解肢体疲劳，有助于

保持学生体力和精神状态。

最后，课间音乐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仅

局限在中小学校园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共场

所，比如商超、医院等也开始采用课间音乐的形式，

以促进消费者的精神放松与体验感。因此，课间音

乐已经不仅是一种单一的教育策略，而是一种多元

化、实用性强的文化形式，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3中小学课间音乐应用

中小学课间音乐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教育策略，

可以有效地缓解学生在紧张学习中的压力，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在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3.1课间音乐的适当选择

在选择课间音乐时，需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和身

体特点，以轻松、明快的音乐为主，同时也要注重

音乐种类的多样性和水平的高低，以满足不同层

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

此外，老师在选择课间音乐时，要考虑学生的

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尽可能选择大众化、

容易被接受的音乐，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3.2课间音乐的播放模式

目前，中小学课间音乐主要有两种播放模式：

广播播放和多媒体设备播放。

广播播放方式一般是通过学校或教育部门设

置的广播设备，对全校师生进行播放统一的课间音

乐。广播播放有着播放范围广、操作简单、成本低

等优点，同时也存在着音乐种类较少、音量不易控

制等问题。

多媒体设备播放方式则是将音乐存储在电脑

或其他多媒体设备中，通过选定的播放软件进行播

放。多媒体设备播放有着音乐种类丰富、音量可以

自行控制等好处，但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技

能，同时还需要耗费一定的设备成本。

3.3课间音乐的时长和效果

在确定课间音乐播放时长方面，很多专家认

为，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这样可以既缓解学生的

紧张情绪和疲劳感，还能避免过度干扰学习进度。

此外，学校和教育部门还需要不断加强对课间

音乐的管理和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和学生身心健康的水平。比如，可以开展课间音乐

应用效果的调查和评估，以及尝试新型的音乐形式

和手段，如音乐素养课程等，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4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使用方法

4.1确定播放时间和频率

在使用中小学课间音乐时，需要先确定播放时

间和频率，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段和课程安排，合

理安排播放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每次播放的时

间应该不超过15分钟，播放频率可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调整。

4.2选择合适的音乐

在选择中小学课间音乐时，需要根据学生的年

龄和兴趣爱好等因素进行选择，以轻松、欢快的音

乐为主，同时也要注意多样性和水平的高低，以满

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同时，在选择

音乐时需要注意避免播放低俗、煽情的音乐，防止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4.3选择播放方式

中小学课间音乐有两种播放方式：广播播放和

多媒体设备播放。广播播放方式一般是通过广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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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全校师生进行播放统一的音乐，而多媒体设备

播放需要在电脑或其他多媒体设备中存储音乐并

通过播放软件进行播放。

4.4控制音量和播放内容

在播放中小学课间音乐时，需要注意控制音

量，不能过大或过小，要保证音量合适，不会干扰

到周围的环境和学生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同时，还需要注意播放内容，避免播放低俗、

煽情的音乐，防止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4.5评估播放效果

定期进行中小学课间音乐播放效果的评估，以

了解该策略对学生身心健康和教育教学效果的作

用，根据评估结果里对中小学课间音乐策略进行进

一步的调整和改进，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

总之，中小学课间音乐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教育

方法，但它的具体使用需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

并需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改进。

5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价值

中小学课间音乐是课间休息时播放的音乐，通

常是为了缓解学生紧张的学习氛围，使学生放松心

情，调整状态，从而更好地投入下一节课的学习。

与此同时，中小学课间音乐也具有其他价值：

1.培养音乐兴趣和审美素质：中小学课间音乐

可以丰富学生的听觉体验，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

审美素质。通过播放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音乐，

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种类的音乐，拓宽音乐视

野，激发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

2.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

展的关键时期，课间音乐可以起到调节学生情绪的

作用，缓解学习压力，提高学习效率。同时，音乐

还可以促进学生的身体活动，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

协调能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增强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中小学课间

音乐是全班共同聆听的，它可以凝聚班级集体，并

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同时，音乐也可以通过传

递正能量和积极情感，激发学生的向上精神，提高

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总之，中小学课间音乐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提高学习效率、培养音乐素养和塑造集体精神等方

面具有重要价值。

6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不足及其改进

6.1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不足

音乐种类单一：中小学课间音乐在维护学生身

心健康，促进学习效率和培养音乐素养等方面具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然而，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

题，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其中，音乐种类单一

是中小学课间音乐亟须改进的一个方面。目前的中

小学课间音乐普遍较单一，只有少量的音乐种类，

无法满足学生不同的音乐需求和兴趣爱好。事实

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极其丰富多样的

表现方式和风格。由于受到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中

小学课间音乐往往不能涵盖音乐的多样性。因此，

学生在不同的阶段和成长过程中，不能接触到各类

不同的音乐作品，导致音乐文化渗透和音乐素养的

提高有所滞后。

音量大小不一：中小学课间音乐作为缓解学生

紧张情绪的媒介，通常带着轻松、愉悦和活力的氛

围。但是，目前在课间播放音乐时，仍存在一些高

音量、低音量等音质不太稳定的问题，这对于学生

学习、身心健康和整个学校内部的环境都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

对于学校内部环境而言，音量的大小可能与校

园内各种声音共同产生混杂，导致过高或过低的音

量无法获得足够的关注度，不能够起到促进学生积

极心态的作用。另外，学校的建筑布局和空气流通

也会对课间音乐的音质产生一定的干扰，导致音质

产生变化，影响听觉效果和学生的体验。

同时，音乐音量过大或过小等问题还会对学生

正常学习和生活带来困扰。过大的音量会使学生感

到惊扰，干扰他们的思路和注意力，甚至对学生的

听力造成损害。过小的音量则会让学生听不清楚音

乐内容，无法达到课间放松的效果。

曲目过时：中小学课间音乐作为学生课间休息

时不可或缺的环节，旨在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让

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调整好状态，从而更好地

投入到下一节课的学习中。然而，如今在校方管理

下的中小学课间音乐却存在着曲目过时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学校课间音乐没有及时

更新，曲目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和替换。学校为了节

省成本，往往会反复播放一些经典的音乐曲目，这

样在短时间内虽然能够满足学生的听觉需求，但长

时间的重复播放却会让曲目产生审美疲劳感，进而

无法满足学生现代化、多元化、个性化的音乐需求。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小学课间音乐作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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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育的一项活动，除了能够缓解学生紧张情绪，

还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然而，目

前一些学校在管理课间音乐时还是缺乏有效的管

理机制，导致对于播放音乐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的

保障。

在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情况下，学校和教师难

以制定有关课间音乐的播放标准和规范。例如，对

于音量、音质、歌曲内容、曲目种类等方面的要求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在一些学校，课间音乐

往往过于吵闹，内容也不健康，这对学生的身心健

康是有害的。同时，在曲目选择上也没有太多的规

范，导致一些学校在播放曲目时会出现过时、单调、

不适宜的问题。

6.2中小学课间音乐的改进

多样化的音乐选择：应该在中小学课间音乐的

选择上注重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

和各种兴趣爱好的学生音乐需要。可以选择一些经

典的音乐和现代的流行曲目，在种类上不断更新和

完善。

完善的音量控制机制：需要在中小学课间音乐

的播放过程中，制定一套完善的音量控制机制，以

使音乐的大小得以合理调节。同时，需要制定相应

的规定，让每个学生都能够遵守声音方面的原则，

避免发生与音量有关的紧急事件。

与时俱进的音乐更新：中小学要保持学生对听

力文化的兴趣和学习的好奇心，需要与时俱进，更

新课间的音乐选择，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为学

生的音乐素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优质的音乐

支持。

完善的管理机制：为了确保中小学课间音乐播

放的质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

明确各相关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实现课间音乐的规

范化、标准化管理。同时，需要进行定期的实施效

果评估，为后续的改进提供宝贵的参考。

总之，中小学课间音乐虽然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策略，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及时地对它进

行改进，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小学课间音乐的作用，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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