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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载体，

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一种反映。音乐与相关艺术和文化的融合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

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

术审美能力。然而，传统的音乐课堂教学使教师和学生都成了音乐教材的被动使用者和接受者，这种“唯教材而教材”的思想观念逐步形成

了封闭、狭隘的音乐教学格局，大大降低了教师的创造性劳动，降低了学生的审美积极性，压抑了学生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失去了

音乐的“精神价值”。而现如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崭新的音乐教育理念，给音乐教学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它

不仅充分发挥教师的创新潜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还拓宽了学生的审美视野，使师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陶冶情操，

启迪智慧，使音乐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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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美核心”的活力 

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构筑音乐课堂教学，通过音乐作品的音乐美和视

像美来完成，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

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

共鸣，使音乐艺术达到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情智互补的作用。如：欣

赏《春天悄悄来临》时，我抓住了作品音乐美的特征，紧扣音乐主题展

开教学，运用听觉感知，视觉感知和情感体验将学生带进音乐作品的意

境之中展开想象和联想，进行情感体验，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那水波

荡漾似的分解和弦为背景贯穿全曲，主题充满歌唱性，乐曲旋律抒情柔

美，似有春天来临，冰雪融化，万物复苏之感；中间部分，乐曲显得更

为明亮，犹如春光明媚，婆婆起舞的柳丝和着春风在唱歌；最后一段，

持续的分解和弦犹如春风给人以遐想。我和学生都沉浸在这美的音乐和

画面中，流连忘返。学生也在乐曲的感染下说出了热爱音乐、热爱春天、

热爱生活的情感体验。 

2“和谐互动”的活力 

课堂教学是师生之间通过信息的传递和转化，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的过程。《音乐课程标准》强调了音乐教学中的师生和谐互动，“和谐”

是师生之间互尊互爱，教师必须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用美妙的童

心和赤诚的爱心，搭建起师生情感的桥梁，使学生以愉悦、积极主动的

情绪，饱满的热情，百倍的信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互动”是以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为特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

交流互动关系。音乐教学需要师生共同来塑造、表现、创造音乐美，创

设充满音乐美感的课堂环境，在教学双向互动中才会焕发活力。如我参

加优质课比赛荣获一等奖的《春雨音乐会》一课，在课堂上我以真挚的

感情感染学生，与学生一起围绕创设“春雨音乐会”的艺术情景开展音

乐活动，让他们在音乐活动中大胆表达，善于交流，领略合作的愉快。

通过赏春雨、画春雨、唱春雨、奏春雨、舞春雨，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展示了学生的音乐才能，激发了学生对美的追求，达到了师生和谐共振、

和谐互动。 

3“实践创造”的活力 

音乐教学过程就是音乐艺术的实践创造过程。马克思说：“劳动创造

了美。”同样，音乐实践创造了音乐美。人们通过音乐实践把来自于生活

的音乐作品还原成活生生的音乐形象，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美。因此，在

音乐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

各项音乐活动，在活动中创造美，获得审美体验。我在一次课改实验研

讨活动中上了一节汇报课──《神奇小乐队》，我让学生从日常生活的物

品中（如饮料瓶、小药瓶、鞋盒、杯子等）发掘音乐，动手制作各种“小

乐器”。学生们通过观察、创造、动手实践，变废为宝。他们的实践创造

能力真让我感到惊奇，制作的乐器可谓是“神奇之极”：有“小吉他”“小

编钟”“小古筝”“小沙锤”“爵士鼓”等等。在课堂上，他们兴致勃勃地

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得意之作”，交流了制作方法、演奏方法、音色，还

兴趣盎然地敲出快乐的节奏。学生在实践创造的过程中产生了迫切探求

新知的欲望，体验到了创造的成功感。 

4“综合发展”的活力 

综合，是基础教育的一种基本理念，它体现了现代教育的一种发展

趋势，是学科体系向学习领域的伸展。发展，是《音乐课程标准》提出

的音乐教育理念，是使学生的人格向完整、和谐的方向发展。通过以音

乐为主线的综合艺术实践，以具体的音乐材料构建起与其他艺术门类以

及其他学科的联系，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音乐的意义及其在人类艺术

活动中的价值。如《五十六朵花》一课，综合了艺术之外的地理学科知

识，让学生了解了地理环境与民歌特征的关系、风土人情与民歌风格的

关系、民族语言与民歌韵味的关系等。这不仅给了学生丰富的人文知识，

而且对各民族的民歌有了了解，扩大了音乐视野，丰富了知识，使学生

终身受益。同时，充分体现了音乐的价值，促进了学生的终身发展。 

我们把音乐教学改革的实践目标定在探索、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课

堂教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师生才是全身心投入，我们在感

受课堂中生命的涌动和成长；也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才能获得多

方面的发展，教师的劳动才会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格的魅力，音乐课

堂才会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成为真正的音乐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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