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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音乐课而言，学生鉴赏水平和审美素养的提高，是实施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结合初中音乐课堂的实际，针对具体的

教学内容，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触动学生的灵魂，更好地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把学生引入到音乐知识的学习中，为学生提供

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展示自己的个人才艺，把握音乐学科的主旨，让音乐课堂充满活力，深深吸引学生的目光，促使音乐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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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鉴赏过程包括了音乐感知，情绪体验，审美想象，理解认识这

四类心理要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学生的具体感知入手，让学生

充分了解课堂学习相关要点，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让学生对整体作品产

生一个有效把握，形成学生属于自我的理性思想。这也是教师在教学时

可以采取的一种重要方案，为提高教学成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重

视音乐鉴赏课，采用有效措施丰富学生情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1 通过音响感知，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音响感知是学生倾听作品，对于音乐的直观感受，同时，它也是学

生学习音乐的一大前提。音响感知包括了学生对于音乐音响辨别、认识

与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吟唱，了

解音乐作品的歌词特点，让学生从音乐作品的音响角度进行分析。 

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能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让学生辨清

旋律，掌握音乐节奏，了解音乐内部蕴含的具体情绪风格特点。通过该

种辨别模式，教师能加强学生具体情感感知，提高学生鉴赏能力。例如，

在教学《二泉映月》这一课程时，由于部分学生在生活中已了解了二泉

映月作品的相应特点，这时，在课堂开始之时，大多数学生也有着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从音响角度进行分析来看，一些学生就很难回答上

具体问题。通过极具效率的音响教学模式，教师能帮助学生体会音乐作

品内部的艺术特点与风格，使学生感知音乐节奏，力度，音色，提高学

生的总体鉴赏能力。 

2 通过情感体验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学生对作品的倾听是教师能够提高整体音乐教学课堂的一大关键，

它能够帮助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成果。而在多次聆听过程中，学生也能获

得一定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音乐感情与自我感情的相互交融。在音乐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具体创作背景，情感表达等方面做好铺垫，

帮助学生由浅入深的了解音乐，让学生在音乐鉴赏过程中感知音乐的相

应乐趣。 

大部分学生在鉴赏音乐时都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外部音响感

知――产生联想――实现情感共鸣――对作品产生一定理解。在这样的

认知过程中，教师应了解该类由表及里的心理反应，积极引导学生，展

开学生想象，让学生在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感知过程中了解情感要素，完

成相应发展。例如，在鉴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教师

就可事先介绍相应作品背景，通过各类材料展示，使学生对整体作品产

生一个基本了解。过后，教师还可帮助学生进行想象，将学生的思想带

入具体音乐作品中，在这样的教学模式开展之下，整体课堂教学也能更

具效率，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在音乐课堂上提高自我鉴赏能力。 

3 通过审美想象，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能够给予学生一定的想象空间，在教学时，教

师应注重学生想象，通过各情景交融的氛围，让学生产生联想，这也有

利于学生提高自我能力。为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时，教师应帮助学生

发展自我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相应审美想象能力，激发学生对各类作

品展开想象，加强学生想象构建，提升学生鉴赏能力。例如，在开展音

乐鉴赏课时，教师就可引导学生鉴赏《天鹅湖舞曲》，通过作品主题展示，

帮助学生进行想象，让学生随音乐节拍合理起舞。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打开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进入到了相应的想象空间，这时，学生

也能更为自主的理解音乐，完成质的提高。 

4 深入理解作品，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更能深层次的反映作者具体思

想状况。为此，在教学时，教师也要理解此点，引导学生了解作品背后

的深层次背景，抓住作品反映主题，帮助学生提高鉴赏能力。 

在教学时，教师要从音乐作品形式，内容，思想，感情等方面进行

审美评价，结合作品具体时代展开，从现实角度进行出发，让学生在各

类分辨过程中感知音乐鉴赏过程，特别是对于部分声乐作品，教师更要

将区域教学进行有机结合，创造音乐，让学生在自主音乐鉴赏过程中了

解学习，感受知识，最终完成提高。音乐是一门艺术，音乐是一门流派，

它能满足人的需求，发散人的思维，在教学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了解作

品，完成学生能力提高。 

5 总结 

从目前教学来看，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教师的改革。为此，

教师也必须改变传统的枯燥单一讲解模式，合理应用新型讲解工具，借

助各类有趣多媒体展开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舞台上尽情展示自我。同时，

教师还要加强学生音律认知，了解作品深厚背景，积极引导学生，通过

各情感体验，审美想象，提升学生鉴赏能力，让学生在音乐鉴赏过程中

习得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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