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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的人士来说,需要具备更高的审美素养。尤其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中。无论在音乐表演、作曲、还是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音乐教学、交流活

动中,都应当推崇和提倡各种各样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和行为。实际上,在音乐教育中开展想象力教学对于

教师发展、学生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想象力本身不仅是一种高质量的思想和行动,而且在人类社会中

高度发展；如何通过音乐教育全面培养个人的音乐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将

从下列角度对开展音乐想象力教学的方法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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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eople engaged in music teaching work, they need to have a higher aesthetic literacy, 

especially to deal with the imagination in teaching. All kinds of imaginative ideas and behaviors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advocated in music performances, composition, music teaching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mong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fact, carrying out imagination teaching in music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students' progress. It is not only a high quality of thought and action, 

but also highly developed in human society; and how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the individual mus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magination through music education is a topic worth discussion.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method of teaching music imagin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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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音乐教育的历史潮流中,音乐教

师很早就意识到想象力的必要性。既然

音乐的创作和制作需要想象力,音乐教

育就必须发挥想象力[1]。20世纪中后期

的美、英等国的一些音乐教育家们特别

注意音乐想象的本质,从而培养出艺术

素养和文化基础的音乐家。为了培养想

象力,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培养教师的想 

的理解与认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者,在行为思想中,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动力,与企业、

社区等进行合作,以丰富多彩的实践内

容,锻炼自身专业技能的同时,落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 

4 结束语 

总而言是,在广大青年群体中,培

育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

勤学、明辨等方面为切入点进行展开,

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做事,以诚信立志,

知行合一.大学时期正是学生“三观”

终的形成阶段,其受到的影响也由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入,将学生的理想

信念进行了筛选,借助有效的教育载体,

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对学生的思想理念进行引导,从而

建设符合当代社会要求与教育发展的

高校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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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力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

系统化的教学活动培养教师的想象力

与教学能力。第二种方法是让学生参加

音乐活动。增加学生的实际表演经验,

丰富其经验的同时,教师也能从实践活

动中获益。著名的教育学、心理学家弗

农・霍华德曾就开发想象力提出了讲

授、举例、实践、反思这四个方法。这

四种方法可以涵盖大部分的学生观念

因素、教师观念因素、教育教学观念

因素和音乐传统因素,有利于帮助教

师制定系统的计划从而发展这项重要

的能力。 

1 合理运用讲授法,促进教师

想象力的思维形成 

教育是由教师的教导和学生的学习

构成的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讲授

是指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具有建

设性的特点,让学生学会采取有效的方

式理解知识点,大体上让学生知道是什

么以及怎么做。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以使用隐喻或比喻来避开困难的知识

点。因此,学生可以对困难的知识点有更

明确的认识和直观的把握。例如,管乐教

师在吹奏准确的音高后,可以将吹奏乐

器时的肌肉的参与、舌头和嘴型的发音

位置、吹奏间隙肺部呼吸的生理机能以

及之后清晰的发音等技术性地向学生

说明。这些是传统视角下的音乐教育方

法。代表着科学而正确的音乐教育规

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生的音

乐学习能力的提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

规则不适用于所有人,产生了新的学习

方法,对学生来说学习可能会变得更有

效率和轻松[2]。例如,学习作曲的年轻

音乐家们,一边接受“作曲与作曲的技

术理论”这样传统的专业学科领域的知

识,又能在其创作的音乐作品中打破既

定的规则,从而建立在曲式和声的音乐

基础上进行原创、改编、配器等工作。

这种教授想象力的方法证明了将思维

和实践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想象力

离不开法则、常识的框架系统和所学的

理论思考和音乐实践技能；对于现时期

的音乐教师来说,我们不应当墨守成规,

要勇于不断的实践和思考,尝试灵活多

变地使用不同的讲授方法面向学生讲

解各类音乐知识点。音乐是一门主观性

强的学科,教师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活用到实际的教育活动

中。这样,我们的音乐教学就更加丰富、

创新、因材施教。 

2 合理的运用举例法,促进了

教师想象力思维的形成 

音乐来源于生活,它又是一门实践

导向性很强的学科；在音乐课程讲授过

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且需要的教师

学会并应用的方法,那就是举例法。在

举各种事例的时候,教师通常用来说明

他们想要教授给学生的内容,让自己成

为标杆,在教学中教师都会竭尽全力寻

找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促进他们的学

习。为了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喜爱音乐课,

愿意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们发

现可以利用一些和教学内容有关的生

动形象的音乐事例,重新调整课堂教学,

重新让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3]。

而通过这种手段达到的效果则是更加

的生动形象,所以教师会尝试着运用与

课堂内容相关的例子来提升教学,总是

能够做到去繁从简,使得自己的课堂教

学更加生动有趣,充满了别样的教学方

式,学生们通过更加高效且轻松的方法

吸取音乐知识。举个例子,乐队指挥对

音乐作品有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什么样

的演奏效果？正如指挥要求一位演奏

者为其他人示范演奏以便大家了解什

么是需要的演奏效果？通过直觉的感

性和理性来展示那些符合本课的知识

点的相关信息,这些举例都有利于促进

教师想象力思维的培养和教学实践经

验的提高。 

3 合理运用实践法,促进教师

想象力思维的形成 

音乐是一个需要诸多技巧的领域,

例如演奏乐器的身体机能、演奏习惯或

是对所做事情产生有价值、有判断思考

的能力；诸多关键因素可以确保演奏者

在演奏过程中确认应当如何正确地演

奏、怎样升华自己演奏的效果。对于演

奏者们如何做到以上这些是一个值得关

心和探讨的话题,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就是练习。练习对于音乐创作、音乐表

演、音乐教学乃至于人的学习与发展具

有重要的功能。对于音乐表演者和音乐

教师来说,练习是一个勤奋付出的过程。

实际上,事实上,能够巧妙地运用练习,

这个过程将会变得更有意义。练习并不

是无脑死板的重复,如果我们在练习中

多加思考、不断反思、尝试着开发新观

点,这样下来我们的专业技巧、教学水平

就会得到有效的提升,而想象力也会更

加丰富。因此,想象力就有评估我们的努

力是否正确,是否具备音乐价值。音乐教

师在教学中会与各种各样的学生打交道,

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实践能够培养

音乐教师批判性的想象力思维。它可以

帮助教师提高综合教育能力和教学实

践中的音乐表演能力。事实上,音乐表

演与音乐教学二者是紧密联系、结合的

关系[4]；音乐教师在向学生进行讲授的

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实践工作例如演唱、

弹奏、演奏、指挥等形式都属于音乐表

演的范畴。因此,音乐教师既要培养学

生练习的习惯,又要为学生提供优秀的

实践范例,提供范例也是一种实践方法,

激发教师的思考与创造力,促进想象力

思维的形成。 

4 合理运用反思法,促进教师

想象力的思维形成 

在广泛意义上的音乐领域中,反思

是指音乐的创作、音乐的学习、演奏、

表演或者聆听后产生的思考。在音乐教

育领域中,反思指的是音乐课堂的教学

反思,是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过程的再

认识、再思考,并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

发现自己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不足,从

而加以改正并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5]。反思是一种记忆的过程,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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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量和思考自己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计划,发现完成了哪些部分,在教学

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遇到了什么问题

等。反思具有个人独特性和社会整体性

的作用。人们不仅会影响他人,也会受

到他人的影响。因此,思维火花可能会

刺激别人的灵感。对于音乐家来说,表

演前和表演中的反思与表演的压力相

比要略显轻松但又非常重要。在音乐会

的演出前和演出后所产生出的一些问

题的原因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寻找。同理,

音乐教师也是一样的；音乐教师在讲授

的过程中可以针对教学计划 或者教学

目标直接做出决定并采取对策,从而给

学生们带来一个良好的课堂环境与教

学效果,这就是在反思中发挥了想象

力。发展反思能力就是需要对自己已经

做过的或是未来打算 做事情进行大量

的思考,对未来做出一个更加清晰的规

划。音乐教师通过对学生学情的分析、 

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分析以及对自身专

业理论知识的分析从而更好地帮助自

己的课堂,服务于教学,产生规律性的

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教师逐渐丰

富了自己的想象力,形成了新的思考方

式和思维模式。 

5 结语 

开展音乐想象力教学可以帮助音乐

教师更加详细地理解在音乐课堂中想象

力是什么,如何开发自己的想象力从而

更好地服务于实际场景的教学等诸如此

类的话题值得去思考与探讨。与学习一

样,教学也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活

动。教师要多方位的寻找、深入思考、

准确定义、直面于实践教学的更好方法。

因此,音乐教师应当全面分析想象力,了

解培养想象力的方法,明确教师自我发

展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想

象力,再把握音乐教学的大体方向,音乐

教师就可以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寻找

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真正的做到面

向全体、因材施教。这样,传统音乐课堂

就会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既培养了学生

的音乐欣赏能力以及审美能力,又提升

了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以

至于整个教学流程变得更加完美,真正

地体现了想象力在音乐教学当中的意义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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