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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标改革的不断发展，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而音乐教学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就需

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重视对教学策略的不断变革。新课标改革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教师需要给予音乐教育充分重视，以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积极、自主地参与教学活动，显著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本文对核心素养下高中音乐教育“教”“学”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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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标中提出：“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

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所以在

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增强自身对新课标的理解及对核心素

养的解读，不断对音乐教学策略进行探究与反思，与学生自身的实际情

况进行充分结合，为学生创建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显著提升学

生的音乐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1 新课标下的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简而言之，是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学科核心素养则是指学生在本学科学习

中应获得的能体现学科属性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因此，每一位老师都有义务仔细研读课标，让每一节音乐

课都渗透核心素养。 

2 核心素养下高中音乐教育的“教”“学”策略 

2.1 重视音乐教育与生活实际的有效联系 

心理学家杜威强调：教育是离不开生活的。所以在高中音乐教学过

程中，教师需要以学生自身的兴趣爱好、实际经验、学习需求为依据，

对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进行有机结合，以充分调动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课堂教学的综合性以及整体性，引导学生将

自身经验与学习进行紧密联系，从而使“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得到确切

落实。 

音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所以教师可以将教

学知识与学生自身的生活、知识经验进行结合，以对与学生真实生活相

近的教学情境进行创建，让学生大胆的展开联想，更好的理解与感受音

乐，或者是引导学生由实际生活中进行探索与发现，以对学生的音乐实

践能力进行培养。此外，随着新课标改革的不断发展，教材体系发生了

明显变化，其开放性、多样性、丰富性得到了显著提升。而中学阶段学

生具备较强的求知欲望，教材中的知识内容无法充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更多地与实际生活进行联系，以对

教学活动进行良好设计。例如：现代流行音乐可以对现代化生活进行有

效反映，教师就可以在教学中对与生活比较贴近的音乐进行选用，以便

于学生对教学知识进行深入理解，并在情感方面产生有效共鸣。这样不

仅可以让音乐教学更加贴近时代，还能够为学生创建一个优质的自主体

验空间，显著提升初中音乐教学效果。 

2.2 重视对教学方式的有效转变 

新课改中明确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倡导教师开展引导

式、探究式教学。但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基本定型，而通过教师对教学方

式的转变，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不

仅需要重视对学生的有效指导，还需要注重对自身教学行为的不断优化，

以对教师的引导作用进行充分发挥，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成长。

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教师既需要对教学知识进行传授，更加需要重视对学

生学习的有效参与，以对平等、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进行创设，在良好

的教学氛围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落

实因材施教。例如：在《音乐与人生》一课的教学中，之前总是想着让

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而在此过程中虽然每个学生都高度参与了课堂教学

活动，亲身经历了实践，课堂上十分热闹、欢快，但是教师却无法对课

堂教学进行明确控制。所以在对此知识点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开展自主学习，让学生能够安静下来，进而获得“此处无声胜有声”

的良好效果。此外，教师需要重视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学生

的有效了解，针对不同班级、不同类型的学生，对不一样的教学计划进

行设计。只有熟悉班级特征、了解学生反应，才能够为每个学生创设最

为理想的学习条件，引导学生向着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前行，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与掌握音乐知识，显著提升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促进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 

2.3 强化学习与理解 

目前很多电视、电影中有许多人们百听不厌的经典音乐，这些音乐

有着很大的欣赏价值，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

的培养，引导学生在课下对一些具备明显特色的插曲、主题曲、背景音

乐等进行欣赏，与电视所展现出的立体效果进行结合，可以使音乐更具

表现力，让学生在欣赏中获得更好的视觉与听觉体验。在视听感的有力

冲击下，学生会对音乐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并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

理解音乐，掌握更多的音乐知识，逐步促进学生欣赏能力的不断提升。

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对经典音乐进行引用，与学生一起对音乐进行

欣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对相关视频进行播放，使学生能够

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对音乐作品产生更加全面的认识。此外，教师可

以组织与鼓励学生参与相应的娱乐活动，使其更多的欣赏、倾听，形成

良好习惯，以对学生情操进行陶冶。 

3 结束语 

在新课标改革背景下的高中音乐教学中，教师需要重视对学生主体

作用的充分发挥，通过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调动，使其更加积极的学

习与探索音乐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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