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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音乐鉴赏课 

    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音乐课。因为音乐课堂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大多数同学在课堂上要

么是迎合老师，做出一副很认真的模样；要么是趴在课桌上睡觉或听音乐；要么是带上其他文化科作业

或课外书籍等等。总之，他们在音乐课堂上找不到他们的需求。那么，学生对音乐鉴赏课的需求是怎样

的呢？  

    记得中国顶级的成功学激励大师陈安之讲过：比尔盖茨之所以会成为世界首富，答案是他具有非凡

的眼光，选择了最具前景的软件行业，如果他选择卖烧饼，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由此可见“选择”的重

要性。在我们身边很多人每一天都在任劳任怨、勤奋努力的工作，但收获颇少，平凡依旧，原因是没有

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式与方法。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依据，对整个教学活动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大纲、教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欣赏教学已越来越不受师生的欢迎。因为它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为途径。比如一般

先介绍作品基本情况、创作背景、作曲家的情况；然后进行欣赏。其实“在未欣赏音乐之前，介绍作曲

家情况都是徒劳的”，这种教学方法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往往

出现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如痴如醉，学生听得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的尴尬场面。欣赏教学重在培养学

生的聆听习惯，有时教师一味地强调作曲家创作目的、表现、意图、而忽略培养学生习惯，不考虑学生

的认识基础，个性特点，把自认为最完美的理解灌输给学生，把音乐作品说“死”说“僵”，也是不符合

教育规律的。我们探求的一种欣赏途径是，不从作品感受、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开始讲解，而是从学生的

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主体，先欣赏，具体表现为课前不告诉作品名称，作者情况等，让学生聆听音乐作

品。感受音乐特点、情绪、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音乐、展开想象，之后同学间进行交流讨论，甚至绘

画、编舞等形式进行表演，这种教学，有可能会与作者的表现意图有所出入，但学生所说的音乐形象，

都是通过认真聆听而得到的具体实在，课堂上往往同学们听得认真，教师讲得轻松，气氛活泼热闹，同

时也使学生有一种成功感。 

    学生从初中升入高中，是人生道路上的极为重要的转折。初中学生唱歌，大多只是感觉上的视唱，

不理解词的内涵、曲的优美，人云亦云，牙牙学语。而到了高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由知其然向

知其所以然过渡，这样就要求我们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加以引导，让学生由感觉认知过渡到理性认知。让

学生从每一首歌做起，每唱一首就给学生讲一个故事，学生慢慢地体会出歌中所表现的意义。平时，我

也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曲子，让学生反复听，听一遍，讲一遍，讲歌曲所产生的背景，讲歌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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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内容，学生理解了这些，就会喜欢唱歌，甚至会达到痴迷的程度。 

最好的老师是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会去钻研。由此学生对歌曲产生了“兴趣”，接着就有

“求”的欲望，这时，我们教师就应提高他们的识谱能力，掌握有关的乐理知识，高中音乐课毕竟是少

的，但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讲授一些音乐知识，这对于他们的音乐成长是极为重要的。 

一、在音乐鉴赏课上力争做到： 

1.音画结合。例如：在欣赏《西出阳关无故人》和《高山流水致家园》两个单元时，我们可以根据

音乐所蕴涵的意境，选择《唐之韵》等视频音乐文件进行播放，使学生在听觉中领悟意境，在视频中理

解音乐。这样就让较难的音乐变得直观简单、一目了然。  

2.音舞结合。例如：在欣赏《非洲歌舞音乐》单元时，由于其音乐和舞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

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忌讳对他们进行孤立的欣赏，而要让音乐与舞蹈有机的结合，从而更加深刻的

了解非洲歌舞音乐的相关知识。  

3.音画舞结合。例如：在欣赏《爵士乐》时，我们找到了著名爵士舞的视频片断进行欣赏，让学生

一边聆听，一边哼唱，一边模仿舞蹈，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又使课堂得到了良好互动。  

二、使学生在音乐欣赏课中获得情感的体验。 

    1、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方法获得情感体验。在最初可选择一些脍炙人口的名曲，如贝多芬、莫扎特

等作品，学生直接接受音乐的感染，打破了学生对音乐欣赏的神秘感，使学生感到能听得懂音乐。在反

复欣赏时，还会听出不同的乐器，作品的段落──曲式结构，作品的风格等，调动起学生学习音乐的积

极性。 

  2、通过音乐自身的内容（音乐的要素）来进行情感的体验。音乐艺术自身就应是美的化身，在音乐

欣赏教学中，让学生做一些节奏练习，体会音乐的变化。 

  3、根据普通高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通过音乐欣赏课中的情感体验丰富、完善学生的情感世界。

在中学生们青春期的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点就是情绪，情感的日益丰富，表现为充满活力，有

热情，重感情的特点。这些普遍的特征在音乐欣赏课中都能得到体现，为学生提供了一方情感体验的热

土。 

  4、与时代相结合，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获得情感体验。情感的表现可体现在古典音乐之中，它也可

在通俗，流行音乐之中。学生平日所接触的是大量的通俗音乐，如在课堂上禁止，那就事倍功半了，课

上找一点时间，机会给学生们自己，5--10分钟，听一些学生喜爱的流行音乐，可以放松他们紧张的神经，

建立师生的沟通使学生的音乐情感得已自由的发挥，课前教师要进行筛选。 

三、课内外相结合。 

    从课内，首先用这堂课的主题音乐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入音乐课堂，让学生产生一种神圣、奇妙的殿

堂般的感受。让学生随心所欲地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展现心中的最原始的情绪体验。表达的形式可以多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多样，不拘一格。可用彩色的画笔绘出抽象的线条、不规则的图形或具体形象的实物实景来表达的；也

可用朴实或华丽的文字语言、诗歌、散文的形式来表达的；还可用舞蹈形体动作来表达展现。接下来，

一边让学生复听音乐作品，一边用生动的语言简介作品背景，从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学生领会每一

首音乐作品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并有了积极探

索音乐内涵的动力。再下一步，采用启发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学生主动探究、亲身体验，得出

结论。让学生体会到他们研究的价值意义，从而使他们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感受到研究学习的快乐。

在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里，提高了学生的欣赏分析能力，最终使学生的审美体验、审美能力在潜移

默化中得以形成且提高。 

四、音乐欣赏对学生个性的培养。 

    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是我们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过去的音乐欣赏活动，语言几乎成了表达、交流音乐感受的唯一工具。这种欣赏教学方式，仅能满足一

部分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的需要，却往往让另一部分更善于运用其他表达方式的学生明显地处于“技

不如人”的窘境。久而久之，一部分学生将对参与音乐体验的表达活动缺少兴趣，丧失信心。在音乐欣

赏活动设计中，应注意为学生提供各种表达途径，如：表演、绘画、歌唱、朗诵、编讲故事等方式，这

其中也包括语文表达。并引导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发现自己和他人的长处，鼓励他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总之，我们音乐教师只有本着与学生合作，师生共同发展的理念思想，多方位地让学生自主体验和

学习探究，才能上出一堂别开生面的优质音乐欣赏课，从而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发展形象思维能力和

智力；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提高感受和理解音乐的欣赏分析能力；引导学生产生深刻的情绪情

感体验，激发学生强烈的审美激情，提高审美能力,最终使学生的素质得以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