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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形态知识、音乐表演艺术知识均为音乐教育
中的重要课程内容，通过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合理
安排两项内容的讲解教授，能够提高教学工作效果，
因此，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为音乐教育所带来
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以总结出更科学的教学方案，
使音乐教学工作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一、对音乐教育活力塑造的影响

（一）活跃课堂气氛
音乐表演艺术作为一种音乐形态的载体，可以将

其看作音乐形态的一种动态、具象化阐释，因此，在
音乐形态知识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音乐表演，将
这种理论性的知识以更加活泼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引
导学生进行体验，这样能够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为
音乐教育增添活力。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尝
试采用声乐、乐器将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表演出来，
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音乐形态知识，同时，也能让其
得以切实地体验音乐表演艺术，实现音乐表演艺术教
学。一般来说，音乐形态主要表现在不同的音乐风格
中，因此，在表演内容的设计上，可以以不同风格的
音乐，作为表演素材，实现对音乐表演艺术、音乐形
态之间关系的应用，并使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为音乐
教育活力的塑造带来正面影响。以古希腊音乐形态知
识的讲解为例，该音乐形态下的音乐风格为史诗、抒
情诗风格，且具有宏大、悲喜情感基调明显的特征，
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表演一些规模宏大的诗朗诵或
音乐剧，构建出一个极具活力的课堂氛围，并使学生
能够切实地体验到古希腊音乐形态下的音乐表演艺
术，增强教学效果。

（二）丰富教学内容
音乐表演艺术主要是基于不同形态的音乐而形

成的，因此，音乐形态的多样化特质，在表演艺术内
容的丰富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在教学中，
通过变换音乐形态，可以设计出多种不同的音乐表演
活动，使教学内容更加丰满，有助于音乐课堂教学水
平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引入国内外不同
形态的音乐，构建出多样化的音乐表演活动方案，使

学生得以更加具象化地理解不同音乐形态下的表演艺
术，提高课堂教学内容的全面性，达到丰富教学内容
的目的，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戏曲作为音乐
表演艺术的体验素材，并利用中国戏曲“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特点，借助此特点背景下，形态类型多
样的音乐，设计相应的音乐表演艺术活动，以丰富课
堂教学所承载的音乐知识，提升教学水平。此外，教
师还可以通过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乐器，不断地为其
带来新鲜感，提高学生的表演艺术体验效果，培养其
对音乐形态知识、表演艺术的兴趣。

二、对音乐教育生活化的影响

（一）生活化教学活动设计
在音乐教育中，音乐艺术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抽象

性，使学生难以通过灌输式的讲解实现知识的理解，
而生活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基于学生已知的知识内容，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知识，增强教学效果。在此
过程中，由于音乐表演艺术的呈现需要以相应形态的
音乐作为基础，因此，在生活化教学中，可以将生活
中常见的音乐形态，以及该形态下的音乐表演，引入
到音乐教学中，并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
更容易理解音乐形态、音乐表演艺术知识，改善音乐
教学效果。以民族音乐教学为例，我国民族音乐的种
类多样，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如开业庆
典、广告等生活化元素中均会出现民族音乐，因此，
教师可以将上述内容引入到课堂讲解中，并组织学生
模仿开业庆典、广告中的民族音乐表演部分，开展音
乐表演，以体验民族音乐形态下的音乐表演艺术，实
现利用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构建出生活化的音
乐教学模式，弱化学生的学习难度，使两者之间的关
系得以形成对音乐教育的正面影响。

（二）生活化教学情境创设
生活化教学模式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对

生活化教学情境的创设。通过创设生活化情境，能够
使学生迅速调动自身的经验和认知，来理解课程内
容，提高其对课堂知识的掌握速度，增强教学工作效
果。在音乐教学中，考虑到音乐形态、音乐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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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同时利用两种类型的
知识，构建出一个生活化的教学情境，使该教学情境
得以更加全面地承载课程知识，增强情境创设环节对
后续课程知识的引入效果。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案
例讲解的方式，围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关于音乐的活
动，向学生渗透不同音乐形态下，音乐表演艺术所呈
现出的特点，使其能够在潜意识中将抽象的音乐艺术
知识，与具象化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帮助其更好
地体会音乐形态艺术、表演艺术，保证教学工作能够
顺利达到预期效果。在生活情境的创设中，可以考虑
采用信息化教学模式，以音频、视频的方式，展示出
现在生活中的音乐表演艺术和音乐形态，增强生活化
情境的创设效果，以充分利用表演艺术、形态之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为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积极影响。

三、对音乐美学教育的影响

（一）优化学生的赏析能力
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推行以来，

美育逐渐成为了音乐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
无论是在音乐形态，还是在音乐表演艺术中，均蕴含
着丰富的美学知识，因此，利用音乐形态、音乐表演
艺术，可以有效落实音乐教学中的美育工作，增强教
学效用。在此过程中，由于音乐表演需要基于音乐乐
曲进行，所以，音乐表演艺术中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音乐形态上，由此可见，音乐表演艺术与音乐
形态存在美学上的关联关系，借助该关系，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从音乐形态入手，逐步学会赏析音乐表演艺
术，以提高其音乐赏析能力，达到美学教育的目的。
在教学中，可以先通过倾听、讲解，让学生感受到不
同形态音乐在美感方面呈现出的特征，以及这些音乐
中美感形成的点或原因，以更加深入地体会音乐表演
艺术所蕴含的美学，推动学生音乐审美水平的提升。

（二）创设良好的音乐审美氛围
在美育中，借助音乐形态、音乐表演艺术之间的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关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
了解、接受不同音乐形态、表演艺术中蕴含的美感，
使其对美学具有更加宽广的理解，创造一个良好的音
乐审美氛围，以免学生在主观意识上存在音乐审美偏
狭。从本质上来看，音乐表演艺术中包含了两种元
素，即音乐元素、表演元素，而音乐形态艺术中则仅
包含音乐元素，所以相较于音乐表演艺术，音乐形态
艺术结构更加简单，学生也更容易从音乐形态的角度
认知音乐中蕴含的美感。基于此，教师可以在课堂讲
解中，利用多种形态特征差距较大的音乐作品，作为
教学素材，引导学生发现各种音乐形态的美感，使其
能够接受不同音乐形态下不同的表演艺术，增强美育
教学效果。

四、对音乐传承教育的影响

（一）构建音乐传承切入点
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教师可以通过在

课堂上渗透传统音乐知识，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增

强教学工作效果。其中，传统音乐文化是由音乐形
态、音乐表演艺术等元素组成，而考虑到音乐形态与
表演艺术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以及音乐形态相较于
表演艺术，在组成元素上的简单性，可以将音乐形态
当作传统文化传承的切入点，并通过讲解传统的音乐
形态，引入该形态下的表演艺术内容，使课程内容过
渡更加自然，有助于教学效果的优化。在音乐传承切
入点的构建上，应当注意，所选用的音乐形态最好是
在当前生活中有迹可循的音乐形态，这样可以使学生
能够通过联想，积极在生活中发现传统音乐形态的痕
迹，促进其更好地赏析、传承传统音乐，增强文化传
承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考虑根据区域文化
特质，向学生渗透极具当地特色的音乐形态，并引导
其赏析该音乐形态下的表演艺术，以充分利用当地文
化氛围，获得更好的文化传承弘扬的效果。

（二）实现民族、古典音乐的推广
待找准切入点后，还要设计好具体的教学内容，

以增强音乐文化传承教育效果。在此过程中，传统
音乐的形态主要以民族、古典戏曲形态为主，因此，
可以将这两种音乐形态作为具体的传承教学内容，同
时，由于这两种音乐形态，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也经
常出现，所以学生也更加容易理解。此后，利用音乐
形态与音乐表演艺术的代入关系，可以使学生能够了
解当前婚庆、戏曲、典礼等生活中常见的活动，与传
统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体会上述活动中音乐表演的
来源、形成过程，加深自身对生活中与音乐相关事物
的了解，增强文化传承教学效果。在此过程中，应当
注意，需尽量采用倾听、赏析等体验类的教学方式，
进行民族、古典音乐的推广，帮助学生更加贴切地感
受音乐的特质与美感，以免音乐知识的抽象性特征对
学生的学习效果造成影响，保证音乐文化传承教育的
顺利落实。

五、结论

综上所述，借助音乐形态、表演艺术之间的关
系，可以优化音乐教案的设计效果。在教学中，围绕
音乐形态、表演艺术之间关系形成的影响，能够增强
教学的趣味性、有效落实生活化教学模式、推动学生
审美能力的成长、实现音乐文化的传承，从而强化音
乐教学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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