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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欣赏是人们对音乐的感知，对音乐的理解体现了对音乐的情感实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音乐欣赏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可以分为好的和坏的。由
于年龄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中学生对音乐的理解相对肤浅，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流行歌曲和摇滚乐的
冲击下，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成为中学生心目中的“老古董”。因此，加强引导，培养良好的欣赏习惯，全面
培养合格的新型人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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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的探究
文/吕海军

音乐欣赏是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培养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
的音乐感受、理解和欣赏能力、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丰富他们的情感和培养他们的情操的重要途径。

一、由浅入深进行音乐欣赏教学
音乐欣赏教学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我们的
音乐前辈黄自先生认为，欣赏者在欣赏音乐时，必须
经历这样一个心理反应过程：感知外界声音，发展想
象力，获得情感共鸣，理解和认同。因此，必须遵循
这一心理反思的过程，引导学生从低级的直觉鉴赏逐
步发展到高级的情感鉴赏和理性鉴赏。这既符合心理
反思的过程，也有利于教学鉴赏。由浅入深，符合中
学生的心理特点，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二、对比教学设计不同类型课程
一是设计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以一定的主题为

中心，将不同表演形式的音乐作品和器乐作品结合起
来进行音乐欣赏教学。例如，在以“歌颂伟大祖国”
为中心的欣赏课上，音乐和器乐作品的主题相同，表
现形式不同，如《长江之歌》《我爱你，中国》《我
的祖国》《长城上随想》等，可以结合起来进行教
学。课程内容统一，让学生体验不同形式的音乐欣
赏，了解音乐家如何运用不同的音乐表现手法来表达
共同的音乐和主题。二是以演唱(演奏)形式为中心的
课程类型设计。本课结合相同形式、内容和主题的音
乐作品进行音乐欣赏教学。例如，以“独唱”为中心
的音乐欣赏课，可以结合男女、儿童的声音、不同的
历史时期、不同的风格和其他形式的独奏音乐进行教
学。除了帮助学生学习，还可了解不同形式的古典音
乐作品，开阔他们的音乐视野。三是以作品的音乐形
式和体裁为中心的课程类型设计。本课程结合具有相
同音乐结构或体裁的音乐作品进行教学。音乐欣赏教
学应以“一段式”为中心，以“进行曲”“变奏曲”
为中心。这有助于学生了解音乐的形式、体裁和其他
相关的音乐知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充分理解音乐内
容与音乐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充分感受音乐
的形式美。

三、欣赏教学过程采取精讲多听
欣赏是通过听觉来体验的。要使学生理解音乐

作品，首先必须对音乐表达的手段有敏感的感知，要
达到这一要求必须通过大量的音乐欣赏来完成。语言
是不可能取代音乐、表演作品的，因为音乐作品是从
不同的高度、角度和深度去理解的。我们知道，即使
是同一部作品，同一个听众（观众）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心情下对作品的不同感受也是不同的。因此，
在教学中，不能脱离音乐的艺术形象，进行冗长乏味
的叙述，因为如果说得太多，势必会分散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也会阻碍学生的独立思考。其次必要的作品
分析和知识介绍要积极、简洁、富有启发性，以引起
学生对音乐的关注为目的，通过师生讨论、倾听和欣
赏等联合活动，使学生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

四、培养学生认真倾听音乐能力
聆听自然是欣赏音乐的主要方式，就算是不加

评论伟大的音乐作品，不断倾听地享受教学过程的每
一部分，也是很有价值的。初次倾听、有目的的片段
性倾听、分析性批判性倾听和再次倾听都是建立在欣
赏的基础上的。音乐艺术欣赏教学的本质规律决定了
欣赏教学是音乐欣赏教学的基本方法。社会音乐精神
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养。如果大多数人具
有高尚的音乐品味和强烈的审美能力，对人类历史上
的音乐财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那么他们对音乐的选
择、反应、评价和追求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民族精
神，这种精神最终将影响社会，使那些能够代表优秀
的人类文化和经典音乐作品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高度
的审美价值的人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食粮。

五、结语
总之，正确的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调动师

生的积极性，普及音乐教育，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优
势，是新时期关注未来，培养人才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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