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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音乐教育以审美体验为核心。这一基本理念，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

美好的情操、健全的人格。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应有机地渗透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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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背景下，音

乐教育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已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必

修课。 

新课标中指出音乐教学目标应由知识传授为中心向学生发展为中心

转变。由传授学生知识技能的主要课堂教学目标转向引导学生参与音乐

活动，在实践中感受体验音乐，让学生自己去感悟音乐的魅力所在，理

解音乐的特定的社会价值，最终实现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因

此，如何创新新课标下的音乐课堂教学，完善音乐课程体系，推进美育

的发展，是每一个音乐教师值得深思并探讨的问题。 

1 合理运用功能辅助法，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感受美 
音乐教学应该是师生共同体验、发现、创造、表现和享受音乐美的

过程。而现代信息技术的交互作用，可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维信息

空间，学生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知识的真实、形象、有趣、实用，激发了

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活跃了学生思维。此时，

运用功能辅助法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功能辅助法主要是在各种音乐课堂

教学类型中使用音乐 CAI 插件来辅助教学，相对 CAI 课件来讲，常用

来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把

学生的兴趣引导到音乐教学情景中，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教学内容构成一

种最佳结合状态。如在高中《音乐鉴赏》第一单元《学会聆听》教学中

欣赏《草原放牧》这首琵琶协奏曲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幅幅草原风

光图画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形象的画面再加上我生动的语言描述，随着

音乐的展开而同步进行。我把音乐与其所描述的情景紧紧的交融粘合在

一起，学生一边聆听优美的音乐，一边看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受着老

师美好生动而又富于情感的表情和语言，随着音乐的起伏、动听的旋律、

使学生仿佛置身于优美的情境之中。这样，有助于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

提高、有助于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美，使学生 “乐中学”，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信息技术与音乐整合所带来的美的感受。 

2 教师本身来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老师应该是美的化身；音乐是情感的艺术，

音乐老师应该是爱的使者。这种美和爱，单纯如学生，却最能体会。音

乐老师可以不漂亮，但一定要活泼大方；音乐老师不一定热情奔放，一

个赞许的眼神就能让学生久久陶醉。尤其是刚进入小学阶段的学生，老

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一句真诚的话语，都能深深地打动学生，瞬间拉进

师生的距离。音乐教师的一举一动，往往会给学生的音乐兴趣造成很大

的影响。学生对音乐感不感兴趣，喜不喜欢上音乐课跟音乐教师的自身

修养和艺术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因此，作为音乐教师首先是要努

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譬如用自己优美的歌声打动学生，让学生知道

我们的音乐教师歌唱得很棒，让学生崇拜你。其次，要对每个学生施以

爱心，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平时要愿意并主动和学生打成一片，和

学生作朋友。每当唱歌时，我都会走到学生中间去和他们一起唱，有时

课间休息，我也给学生伴奏，请他们唱自己喜爱的歌。这样，在学生心

目中音乐教师是一个很随和并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人，慢慢地学生喜欢

音乐教师了，也喜欢音乐教师上的音乐课了。一句话，音乐教师要用自

己的身教和言教来激发、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 

3 让课堂教学充满“动感” 
3.1 传统的高中音乐课堂教学模式约束了学生的音乐表现与创造能

力。高中的音乐欣赏教学是艺术欣赏课程之一，存在着课时少，课堂教

学容量相对较大的现象。传统的音乐欣赏课中，教师运用的最多的学生

参与活动是听、唱、议。这样的教学活动设计按部就班，枯燥无味，教

师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通常充当还是主角，主导着学生的一切课堂音乐

活动，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受到遏制，学生的音乐体验活动没有足够

的伸展的空间，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也受到抑制。所以，出现了高中学生

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的现象。 

3.2 亲身体验、充满动感的课堂是当前高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教学

形式。曾经对高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教学形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

五分之四的学生最喜欢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或亲身实践，能引发较多讨论

与交流的教学活动。而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能接受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

堂教学形式。调查结果中还显示了高中生喜欢的音乐课堂活动排序是：

创编、聆听、表演、探究学习、律动、学唱、教师讲解。由此可见传统

高中音乐欣赏课最常见的课堂活动听、唱、论，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

习要求，学生期待我们的音乐课堂能充满动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亲

身体验和创造表现音乐的机会，这样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学生音乐能力的

提高并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3.3 高中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对音乐课堂提出"创新、实践、探究"

的要求。高中学生已进入青年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是自主

性较强，思维也趋于成熟并确立了理想。学生处于青年初期个性的审美

心理与社会审美心理加速相互渗透，个人美感日益深化。他们力求在各

审美领域取得和成人一样的评价权，同时他们在审美方面又有着高于成

年人的积极性和敏感性，他们不再满足于官能的欣赏，不再满足于被动

的接受知识，他们渴望亲身的体验，渴望通过实践与探索获取新的知识

与技能。因此高中音乐欣赏课还应该有学生情感体验、理智认知、音乐

表现及音乐创造的过程。只有充满动感的音乐课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 

音乐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手段。中学音乐教育处于整个音乐教育的重要阶段，如何在音乐教学

中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在“新课程、新理念”教学模式下，搞好音乐

教学，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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