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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中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

●魏　琼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初中音乐教学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乐感培养与鉴赏能力的培养是音乐课程教

学的重点,加大对其重视力度,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促使学生健康成长.然而初中生个性

化发展特征突出,鉴赏课教学内容多样,教师未能充分把握其中的教学关键,导致整体教学质量一般.故本

文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探索了初中音乐教学中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的意义.同时,分析了当前教学期间存

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举措,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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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家长和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质量。 音乐

作为初中教学的重要课程之一，是培养学生审美情

趣的主要途径，如何落实学科全面育人的任务，是教师长期

讨论的重点。 强调培养学生乐感，提升鉴赏课教学效果，

方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充分感知音乐的魅力，从而提升

初中音乐教学水平。 因此，教师应深入思考，采取不同的

方式，构建新型音乐课堂，健全初中音乐教育体系。

初中音乐教学中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顺应时代发展，推动初中音乐教育改革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的出台，为我国音乐教学明确了新的方向。 这促使教师

在教学初中音乐期间，不仅要增加学生的基础知识量，还需

发展他们的音乐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音乐学习的兴趣。 教

师加快培养学生乐感，有序开展鉴赏课教学工作，可以让初

中生在短暂的课堂学习中，认识到不同音乐作品的创作背

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减少之

前初中音乐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促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拥有良

好的体验，继而保证他们与时代的发展保持一致，全面提高

初中音乐教学工作的实效性。 而且音乐乐感培养与鉴赏课

教学和新课标提出的教学要求高度契合，有利于实现初中音

乐教学的升级，实现创新化教育改革目标。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与思辨能力

初中是学生思想认知发展的重要阶段，合适的教学方式

有利于对学生今后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 尤其是音乐教

学属于艺术类课程教学活动，方便从初中生的日常生活出

发，推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培养审美观念。 教师在实

际的音乐教学活动中，强调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有利于

更好地实现上述教学目标，并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进而

完成预期教学任务。 与此同时，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还有利于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思想情

感，促使学生与作者开展深层次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审美与思辨能力。

(三)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

现在的学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他们的个性化特

征比较显著，而且具有一定的好奇心，这些学生面对不同的

事情都敢于尝试。 结合现在初中音乐教学目标，全方位培

养学生的乐感，顺利展开鉴赏课教学，不仅是教师贯彻“以

生为本”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还有助于让学生的思想变得

开放。 促使学生在鉴赏音乐作品的同时，借助良好的乐

感，深入理解不同作品的创作意蕴。 整个教育环节可以开

阔学生的视野，锻炼他们的创新思维，促使学生培养出勤于

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当前初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教学目标不明确

根据当前初中音乐实际教学情况可知，部分教师受到传

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对音乐学科没有形成正确的教学认知。

这种教育环境下，导致教师在初中音乐教学期间，对音乐鉴

赏与学生乐感培养等内容的认识浮于表面。 教学方式基本

是给学生播放一些音乐作品，没有制定明确的课程教学目

标。 学生也不重视音乐学习，渐渐地降低了他们对音乐的

学习热情。 最终出现了整体教学效果不佳，教师难以正常

开展音乐教学工作的现象。 虽然部分教师通过对新课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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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解读，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但教师因为自身专业素养的

影响，未能把握其中的教学规律，课堂育人效果不显著。

(二)教师教学模式单一，内容单调

多数初中音乐教师在教学期间，因为初中生的音乐鉴赏

能力较弱，往往是选择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向学生直接讲述

音乐作品所蕴含的情感，让学生自行体会，导致课堂教学氛

围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虽然教师可以取得一定的

教学成效，但学生思维受限，难以意识到音乐鉴赏的现实价

值，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同时，音乐教师选择的教

学内容比较单调，没有充分结合学生的发展规律与认知特

征，部分鉴赏内容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围，不利于学生培养

乐感。 以上是当前初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应深

入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进一步设计出完整的教学方案。

推进初中音乐教学中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的有效

途径

(一)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合理设计课程教学目标

教师要想在初中音乐教学期间，全面培养学生乐感，提

升鉴赏课课程教学水平，应注重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学习

新课标的知识内容。 这有利于教师树立起正确的教学理

念，方便他们在备课期间，将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充分

融入音乐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 确保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可以树立起科学的学习意识，潜移默化地改变之前的学

习认知。 由于初中音乐教材内容多样，知识点众多，学生

在鉴赏课学习活动中，容易陷入一种迷茫的学习状态，对教

师教学活动的有效进行带来了挑战。 所以教师需多维度分

析教材内容，结合新课标提出的教学要求，合理设计课程教

学目标。 保证学生可以在音乐学习中，找到清晰的学习思

路，主动配合教师开展初中音乐教学工作。

以人教版七年级音乐下册的《渴望春天》教学为例，这

是莫扎特借助诗人奥弗贝克的一首短诗，创作的一首少年儿

童歌曲。 整首歌曲通过孩子的口吻，以生动、开朗的音乐

语言，表述了儿童渴望春天的情感，展示了作者对未来美好

事物的憧憬。 教师在教学前能以此为准，科学设计课程教

学目标。 通过对《渴望春天》的学习，学生可以反复体会

６/８拍子的特点，带领学生理解“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哲

理，提升学生的乐感，促使他们在鉴赏音乐期间，体会到作

者的要表达的感情，培养其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 确保学

生了解教材中的重、难点，合理规划学习时间，为培养音乐

乐感与鉴赏课教学提供较多的便利。

(二)创设教学情境，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兴趣是引发初中生学习音乐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乐感

培养与鉴赏课教学的因素。 所以教师在教学期间，可以围

绕课程教学目标，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利用他们感兴趣的

事物，设计教学情境。 这不但能消除学生对鉴赏课的陌生

感，还可以在课堂上营造出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方便教

师培养学生的乐感，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 因为初中音乐

教材中的部分内容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教师能合理整

合教育资源，提高音乐情境的趣味性。 促使学生可以尽快

跟随教师的节奏，进入学习状态，从而全身心投入音乐教学

活动中。

以人教版七年级音乐下册《凤阳花鼓》教学为例，这首

歌曲通过衬词增强其感染力，使得学生不易理解。 而且这

首歌属于安徽民歌，多数学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比较陌

生。 所以教师在课前导入环节，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对

学生展示《凤阳花鼓》视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期间，教

师可以与学生沟通，让他们相互分享自己在观看时得到的启

发，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之后，教师可以补充一些与歌

曲相关的舞台剧，让他们了解歌曲创作的背景。 促使学生

在鉴赏这首歌曲时，能深入分析，使他们深刻理解民歌的

特点。

(三)强调学生为课堂主体，创新教学方式

初中生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对美好的事物也具有思考能力。 所以教师在培养学生乐感

与鉴赏课教学时，要了解学生的发展特征，调动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最大化发挥出课堂育人

的功能。 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同，他们彼此都是独

立的个体，部分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鉴赏任务。 所以教师要

注重自身的引导作用，选择多样化的先进教育举措，对学生

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服务。 这既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可行性，还能保证学生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学工作高质量

开展。

以人教版七年级音乐上册《西风的话》教学为例，教材

中出现了do、re、mi、fa四个音符指法，教材难度适中。

而且学生经过之前的学习，具备了简单的读谱能力。 所以

教师在教学期间，可以加强对学生的视听训练，选择任务驱

动的方式，让学生自主鉴赏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乐感。

教师在教学期间，可以为学生提供二声部合唱、竖笛吹奏气

息控制的微课资源，推动学生在欣赏歌曲时，能够分析出本

首歌曲咬字与吐字的规律，强化学生的基础学习能力。 之

后，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教学任务，比如，二声部合

唱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西风的话》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尝

试描述歌曲中可以的画面；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总结识谱

的经验等。 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感悟音乐作品的

魅力。 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常用

的鉴赏音乐的手法，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储备，为音乐课堂

注入活力。

(四)设计教学实践活动，巩固学生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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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鉴赏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教学活动，乐感培养也具

有一定的长期性。 但初中生在学习期间，因为受到其他学

习因素的干扰，如中考，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为解决

这些问题，教师在初中音乐教学过程中，除了注重理论教学

外，还可以为学生设计一些教学实践，丰富鉴赏课教学内

容，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能减轻学生

的学业负担，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能让学生在实践的

过程中，做到知识的有效迁移，认识到乐感培养与鉴赏课教

学的现实价值，促使学生可以持续探究，继而弥补传统教学

中存在的不足。

以人教版八年级音乐上册《西班牙斗牛舞曲》教学为

例，主要是让学生欣赏、体验优秀的电子音乐作品。 教师

在鉴赏课教学期间，可以把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争取每个小

组成员优势互补。 在学生学习完理论知识后，能让学生根

据自身的理解，小组之间相互合作与商讨，通过参与、体

验，对《西班牙斗牛舞曲》进行鉴赏与分析。 然后让学生

在课堂教学期间，阐释小组对作品的鉴赏观点与认知情感，

确保不同能力的学生，都能不同程度地提高音乐核心素养，

直观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 最后，教师可以全过程监督学

生的学习行为，对其进行适当的约束与指导，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

(五)注重评价形式，完善评价机制

评价是初中音乐教学的关键环节，该环节不仅反映了学

生的学习情况，也是教师调整教学方向的重要依据。 因

此，教师应注重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将乐感与鉴赏能力的

考核加入评价内容中，改变之前以终结性评价为主的评价现

状。 继而引起学生思想上的重视，促使他们对自身的发展

形成客观的认知。 同时，教师可以创新评价的形式，邀请

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提高学生在初中音乐课程学习中的参与

感，开辟出乐感培养和鉴赏课教学新途径。 以人教版八年

级音乐上册《青春舞曲》教学为例，教师讲解完教材内容

后，可以让学生从对青春的认识、歌曲情感、乐感变化、鉴

赏水平等方面出发，让他们进行自我评价、生生评价。 期

间，教师可以将不同的评价内容整合，设计相应的评价量

表，将每个环节划分成五个等级。 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评价

标准，选择二次评价，指出学生的乐感与鉴赏能力培养中出

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查缺补漏。 最后，教师要注重反思与

总结，梳理出整个教学活动存在的漏洞，进一步完善初中音

乐课堂教学结构。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想要在初中音乐教学期间，全面培养学

生乐感，保证鉴赏课教学的质量，应改变之前的教学流程，

客观地看待音乐课程教学的价值。 同时，教师可以总结之

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整合教育资源，制定出合适的教学计

划，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意识。 此外，教师还需提高自身

的专业素养，明确教学目标，创设教学情境，丰富教学形

式，健全评价机制。 通过这些教育举措，教师才能更好地

提升音乐课程教学效果，推动学生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李静．初中音乐教学的创新策略之巧用古诗词[J]．安徽教育

科研,２０２３(３５):４１Ｇ４３．

[２]孙丽娜．培养音乐乐感,增强鉴赏能力———初中音乐鉴赏教学

实践探讨[J]．学苑教育,２０２３(３３):９１Ｇ９３．

[３]张会芝．“双减”背景下初中音乐教学的艺术美感培养[J]．学

苑教育,２０２３(３１):７６Ｇ７８．

[４]季碧薇．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以苏少版音乐八

年级上册“村寨踏歌”为例[J]．教育界,２０２３(２９):１１６Ｇ１１８．

[５]黄佩云．以美施教以乐育人———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音乐课

堂教学探析[J]．求知导刊,２０２３(２８):１２５Ｇ１２７．

[６]韦冬梅．浅析体验式教学法应用于初中音乐课堂教学的几点

思考[J]．求知导刊,２０２３(２７):１２５Ｇ１２７．

[７]杨颉瑜．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乐感的策略[J]．名师在

线,２０２３(１８):９１Ｇ９３．

[８]张圆．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乐感与鉴赏能力的策略研

究[J]．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２０２３(０２):１１４Ｇ１１６．

作者简介:

魏琼(１９８８－),女,汉族,甘肃兰州人,本科,一级教师,尼勒克县

喀拉托别乡九年制中心学校,研究方向:初中音乐.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