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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在中职音乐欣赏课中的运用
文/吴琼

摘要：在当代中职教育中，教学充分的尊重学生个体，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个性化、全

面化的发展。中职音乐欣赏课作为中职教育中的一部分，需积极适应中职教育发展的需要，重视教学中的人文

关怀，重点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体验，以提高学生参与音乐欣赏课的积极性。基于此，音乐欣赏课教师要

以增强学生体验为目标，将体验式教学法灵活的运用在教学活动中，从创设情境入手，进行激情导语的设计，

采取聆听激情与律动激情对策，增加学生课堂情绪的投入度，并在教学最终环节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法，提高

学生课堂参与度，以获取到最佳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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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强调的是学生自主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教师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营造教学氛围与环境，学生

在创设的环境与氛围中，通过自身知识的探索，以及与

同学之间的讨论交流，完成自主探究式学习，实现对知

识的理解与记忆。将该教学法应用于中职音乐欣赏课

中，改变了中职音乐欣赏课原有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

法，教师根据欣赏音乐创设相应的环境氛围，使用导

语、聆听、律动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兴趣，并在教

学过程中组合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指导学生进

行体验式学习，以此来实现音乐欣赏课教学的目标。

一、营造环境氛围，开展沉浸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要求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营造与之相应的

环境氛围，让学生在环境的感染下，获取沉浸式体验，

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认知。环境氛围具有很好

的感染力，形成教学情感互动的效果，具备在中职音乐

欣赏课中应用的条件。教师通过营造音乐氛围，使学生

情绪跟随音乐旋律起伏，或动或静、或快或慢，用心去

感受音乐的意境，领略到音乐的美感，陶冶学生的情

操。充分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1]。

（一）营造环境氛围

中职开设音乐欣赏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音乐审

美、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获取对美的体验与感悟。

音乐欣赏本身来看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尤其是在

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学环境氛围的营造非常重要。目

前，中职学校具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室，教师在开展音乐

欣赏中，可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营造教学的环境氛围，

可使用图像影音创设环境氛围，让学生首先沉浸在音乐

环境中，然后再欣赏音乐的旋律，感受音乐的意境与内

涵。多媒体影音对于学生有着很好的吸引力，以其作为

辅助教学措施，将音乐欣赏课堂打造成多元化的场景，

满足不同类别音乐的欣赏需要。

比如，在京剧欣赏中，使用多媒体播放剧院环境、

京剧选段，或者是京剧人物、脸谱、服装等图片，学生

在音画环境中欣赏京剧，增加学生对京剧文化的了解，

不但要欣赏到京剧的表演美，还要欣赏到京剧的唱腔、

音色、咬字、韵味等。如果是欣赏钢琴曲目，像波兰女

钢琴家巴达捷芙斯卡的《少女的祈祷》，该曲核心是展

示纯洁少女的美好心愿，旋律委婉、略带伤感、欢快轻

盈，带有梦幻、遐想的特点。教师在使用多媒体创设欣

赏环境氛围时，可以播放带有梦幻色彩的少女视频，或

者是与钢琴曲意境相同的图片等，营造一个欢快、亲切

而又带有伤感的环境氛围，让学生融入于环境欣赏音

乐，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感受到少女心境的变化，领略

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创设情境使音乐欣赏课从单纯的听

觉欣赏，扩展到视觉欣赏，形成对心理、情感、思想的

冲击，学生获取到沉浸式的欣赏体验，完成学生音乐素

养的培养[2]。

（二）角色扮演驱动体验

中职音乐欣赏体验式教学，可选用的教学方法非常

多。在创设情境中使用角色扮演教学法，让学生以音乐

作品人物的角度去欣赏音乐是一个很有效的教学方法。

像在歌剧《白毛女》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可安排学生

对唱《扎红头绳》，并营造出故事的场景，由学生扮演

杨白劳与喜儿，完成歌剧欣赏的情感体验，感受到歌剧

中过年的欢快与人物的喜悦。如如在《黄河大合唱》欣

赏中，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演唱《黄河船

夫曲》《黄河颂》《保卫黄河》等，表演之后小组之间

进行评价，让学生在参与演唱过程中，领略到黄河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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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的景象，理解合唱抗日救亡的主题思想。

（三）完成任务推动体验

教师根据欣赏的音乐曲目，为学生专门制定体验任

务，以任务为动力，增加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像在《黄

河大合唱》教学中，教师可设计学习任务清单，在正式

教学之前，将清单发放给学生，学生按照任务清单进行

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以完成任务清单上的各项任务，

以为课上讨论交流做好准备。学生课前借助任务清单，

提前预习欣赏曲目的创作背景、曲目的风格，以及音乐

的表现形式等，搜集好相关文件资料，并整理出学习笔

记，培养学生文件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等能力，促

进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也可采取分组的教学方法，每组

负责不同的任务，像赏析《黄河船夫曲》的歌词，欣赏

《黄河颂》的配乐，以及分析音乐的表现形式、演唱形

式等，从欣赏音乐的不同角度入手，为每个小组布置赏

析任务，从而获取到不同的赏析结果。小组完成赏析讨

论后，推选小组代表进行赏析成果的讲解，各个小组共

同分享成果，以扩展音乐欣赏学习的知识面，获取到良

好的欣赏体验与感受。

二、从激发情感入手，增强情感体验

音乐欣赏的核心是欣赏者与音乐之间的情感交互与

共鸣。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可从激发学生的情感入

手开展体验式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情

感参与音乐欣赏教学活动，让学生获取的欣赏体验将更

加真实、深刻，打造出带有情感的音乐欣赏课堂。

（一）导语激发

在课堂中学生的情绪很容易调动，教师运用导语

去激发学生的情感，增加学生情绪在课堂中的投入度。

教师在设计音乐欣赏教学的导语时，导语要充满激情，

具有感染国，能激发学生的情感。教师需深入研究音乐

研究，挖掘出音乐的内涵与实质，把握好音乐的基调，

然后通过恰当、真挚的语言，结合身体动作表达出来，

形成对学生情感与心灵的冲击，

促进学生思想与情感完全的投入

到课堂环境之中。以《白毛女》

为例，教师在导语中可进行白毛

女创作背景的介绍，然后讲解喜

儿在大年三十等待父亲归来的焦

急心情，以及对父女过一个团圆

年的期盼等。采用带有感染力、

有感情的语言，去激发学生的情

感，引发学生的思考。

（二）聆听激发

音乐欣赏主要依靠的是人

的听觉，但是音乐欣赏的听不

是简单的听，而是听与思考的

结合，有目的、有思考的去听。比如，在欣赏歌剧教学

中，教师可借助图谱教学，将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对音

乐作品进行深度的赏析。首先，提出三听要求，第一次

听主题，感受音乐整体的变化；第二次听是在第一次的

基础上，感受音乐的主题变奏；第三次则是师生共同合

作，教师主唱，学生跟唱附和，形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音乐情感共鸣，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歌剧的魅力。三听要

求丰富了音乐欣赏教学的形式，以视觉带动听觉，将原

有的识谱改变成图谱，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进行“三

看”，主要是看位置、看圆点、看横线，使学生可以快

速掌握歌剧的高低音与旋律的快慢，学生在唱的过程

中，画出旋律线、梳理唱的思路，实现通感体验，将投

入更多的感情，激发欣赏音乐的动力[3]。

（三）律动激发

体验式音乐欣赏教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

位，由学生掌控课堂节奏和教学过程，使学生在相对轻

松、自由的课堂环境中，进行知识探索与学习。在体验

式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律动，调动学生的

身体感官去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在《军队进行曲》教

学中，教师可指导学生跟随音乐的旋律，进行身体的律

动，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踏步、拍手，并根据音乐节

奏的强弱，加大或减少动作力度，使学生身体跟随音乐

快慢、强弱进行变化，实现整齐划一的律动，感受与体

验到《军队进行曲》的内在，帮助学生消化、吸收音乐

欣赏知识。又如《大河之舞》是世界著名的踢踏舞，踢

踏舞注重节奏的规整清晰，根据音乐的节奏进行踢踏快

慢的控制，表演形式不拘一格。教师在教学中可鼓励与

指导学生创编踢踏舞，在课堂中跟随音乐起舞，活跃课

堂的氛围，使学生富有激情地参与课堂活动。

三、多元化教学评价，加深学生体验

教学评价既是教学的终点也是起点，在完成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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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音乐欣赏教学活动后，教师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与

学习效果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评价要体现出学生之间的

个性差异，确保评价的针对性与客观性。此外，教学评

价不仅仅是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学生也可针对教学进

行评价，向教师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观点，以促进音乐欣

赏课体验式教学的改进与发展。

（一）组织多元化评价活动

教学评价是教学改进的重要手段，教师通过教学评

价可发现学生学习上的不足，还可探寻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收集学生的反馈建议，为后续教学的改进与完

善提供依据，由此形成良好的教学循环与闭环。因此，

教学评价需要注重多元化，包括了学生自评、教师评

价、小组评价、学生之间评价等，提高评价的准确度与

客观性。

1.评价活动

比如在山歌对唱活动环节，安排两名学生上台表

演，其他学生当观众与评委。两名学生在对唱结束后，

进行自我评价，说出自己表演的优势与缺点；然后其他

学生讨论，综合评价表演节目的音准、表演形式，最后

给出评价结论并打分。得分高者胜。采用此种评价形

式，使学生既是表演者也是评价者，对自身与同学的实

际表现都有一个良好的认识，以此完成音乐欣赏知识的

深化学习。在自评与互评过程中，学生之间交流频次与

深度增加，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提升了情感体验的层

次。教师为评价活动的组织者，对整个评价过程进行总

结，肯定学生表现优异的地方，同时指出学生的不足，

督促学生不断改进自身的问题。

2.评价的注意事项

多元评价是在充分尊重学生的基础上而开展。教学

评价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发现问题、讨论问题的过程。

学生之间进行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在讨论过程中进行

思考、摸索知识、总结观点、组织语言，使学生汲取到

更多音乐知识的同时能培养学生的知识探索精神、语言

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师作为教学评价的组织者，应注重教学评价活动的设

计，使学生在预定的流程上开展评价，防止脱离轨道影

响到讨论评价的结果。教师在学生讨论与评价过程中，

评估学生音乐知识的掌握情况，结合学生的讨论表现、

评价参与情况等，进行评价总结，评价要具有针对性与

实效性，公正客观的评价每位学生，真正起到查缺补漏

的作用，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帮助学生获取到最佳的

评价体验。

（二）评价方式多样化

评价方式不能仅限于一种，音乐欣赏课体验式教学

应注重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

高体验式教学的效果。在教学评价中需结合课堂评价，

增加学生日常课堂表现在总体评价中的占比。比如，加

分评价，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并在小组讨论中有突

出表现，可以在评价本上记上一分；或者是出勤考核，

出勤的学生记一分，未出勤的减一分；以及任务完成情

况，任务高质量完成加一分，完成较差的减一分。平时

考核分占据期末考核的30%，考试成绩占40%，教师评

价10%，学生自评5%，学生互评5%，剩余10%为综合

评价分数。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整体性、综合

性的评价，形成对学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达到提高

课堂教学质效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的活跃教学评价氛围，使用游戏评价

的方法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参与评价活

动。小组成员之间团结合作、密切配合回答教师提出的

问题，或者是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且以小组的形式

进行小组评价与成员评价，增强学生团队协作意识，促

使其积极参与游戏竞争，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

《曲艺杂谈》课为例，教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

小组表演一种曲艺，像京韵大鼓、山东快书、扬州清

曲、山东琴书、二人转、凤阳花鼓等，让学生进行曲艺

相关知识的竞猜，表演小组可提出问题，其他小组进行

回答，小组互相之间分享所学、相互学习，在游戏评价

中完成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并且在游戏评价过程中获取

到参与的乐趣。

四、结语

在中职音乐欣赏课中，可以使用的体验式教学方

法有很多种，教师需根据实际教学的需要进行选用，并

联合应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提高体验式教学的层

次。教师为学生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激起学生欣赏音

乐的热情，促进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欣赏教学的各项活

动，切身体验到音乐之美，欣赏到音乐的内在，感悟到

音乐的意境，逐渐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与欣赏水平，养

成良好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李雅倩.体验式教学在中职音乐鉴赏课中的应用实践

研究[J].明日风尚,2019(9):1.

[2]解靖迪.体验式教学在中职院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分

析[J].休闲,2019(3):1.

[3]胡珊.体验式教学在中等职业音乐教育中的应用[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版,2018(12):1.

作者简介：吴琼（1983—），女，硕士，讲师，研

究方向：音乐。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商务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