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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如何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的教学质量

【摘     要】

【关键词】

在教育改革中首要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基础上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在智育、美育、体育、德育、劳育共同作用下使学

生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基于不同课程育人特点、目标、条件各异，为此教育改革需具有导向性、针对性，一味推行

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方法无法凸显不同课程育才优势。本文通过探析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方略，以期凸显该课程育才

价值，为学生全面成长给予支持。

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

基本乐理课教学目标是助力学生掌握音乐基础性理论知识，
确保学生能活学活用，能与其他音乐知识、器乐知识融合在一
起，学生自主练习与教师讲解指导并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统一。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要求是学生需理解节奏节拍、音
值组合、调与调的五度循环、音乐速度、力度、音乐体系等知
识，掌握记谱法、音律、音及音名、音程、和弦、大调式等知识，
确保学生音乐核心素养不断提高。然而，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
却存在学生参与积极性较低、未能通过学习提升音乐核心素养、
教学方法不科学问题，影响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成效。基于此，
为助推中专立德树人，探析提高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的方略显
得尤为重要。

1、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现况

1.1 学生参与积极性较低
中专学生音乐素养各异，部分学生因性格内向、胆怯不敢

开口唱、提问题、积极表现，加之教师在基本乐理课教学中表
现的过于强势，学生逐渐对乐理知识学习丧失兴趣，无法积极
参与基本乐理课教学活动，缺乏学生参与互动的课堂变成教师
的“独角戏”，教学互动质量降低，未能创建高效课堂，任教
学过程再精彩也无法完成基本乐理课教学任务 [1]。
1.2 学生未能通过学习提升音乐核心素养
新时代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不仅要学生掌握本课程相关知

识及技能，还需提升其音乐核心素养，即审美能力、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协作等能力，然而有些教师因育人思想守旧，较为
关注学生基本乐理课理论知识掌握情况，未能在教书育人中渗
透立德树人理念，使学生无法得到全面发展，降低中专基本乐
理课教学有效性。
1.3 教学方法不科学
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改革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强调教学

改革新颖性，轻视教学改革知识性，一味重视教法创新，未能
关注中专学生个性化发展对基本乐理课学习实践的切实需求；
其二，教师过于依赖经验，对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育人手段青
睐有加，长此以往陷入教改思维僵化育人误区，教学方法灵活性、
生本性、有效性欠佳，无法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 [2]。

2、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的关键
2.1 课标
基本乐理课标指出，作为音乐教育必修专业课其具有基础

性，通过教学需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音乐技能、音乐素养，

对将来从事与音乐相关职业的学生来讲具有理论支撑作用。为
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设计时教师需强调“写、唱、弹”一体，
赋予理论知识实践性、应用性，将基本乐理知识实例化，同时
与钢琴、声乐、视唱等课程关联在一起，侧重开发学生潜能，
确保学生能掌握基本音乐技能，落实“学以致用”基本乐理课
教学目标，最终达到本课程教改及育人目的。
2.2 教材
若将基本乐理课标视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行动指南，那

么教材就是教师的得力工具，主要源于教材是教育专家学者不
断研究所得知识集成，具有先进性、系统性、科学性。为提高
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教师需研读教材，找准达成课标着力
点，立足教材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知识应用能力、音乐表
现力，引领学生汲取音乐知识养分，塑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
价值观，助力学生树立主动学习意识，能妥善运用教材满足个
性化基本乐理学习需求，继而以教材为纽带拉近师生距离，为
师生共筑高效基本乐理课堂给予支持。
2.3 学情

    通过对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现况进行分析可知，部分学生
因音乐基础薄弱，性格腼腆、害羞、胆怯，无法全身心融入到
教学活动中，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分析学情帮助学生卸下基本乐
理课学习负担，能根据学生学习状态、能力、基础创设人性化
教学方案，使学生能进入知识殿堂，建立自学体系，从主观出
发不断提升核心素养 [3]。

3、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的方略
3.1 营建轻松愉悦基本乐理课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实

践积极性
    基本乐理课知识若想被学生所接纳需教师立足学情为学生
进入课堂学习实践铺平道路，使学生能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例如，教师在进行“音高与记谱”教学时可先为学
生播放一段旋律，而后鼓励学生跟随旋律哼唱，基于哼唱是集
体行为，为此部分学生就算走调、声音小也不会显得格外突出
并引起他人注意，继而为学生营建相对自由、轻松基本乐理课
教学氛围，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反复聆听与模仿，并将五线谱
写在黑板上，引领学生根据个人理解用丰富多样的方法记忆乐
谱，同时分享心得体悟，肯定学生创新成果，调动学生创新积
极性，为学生碰撞学习火花并点燃求知热情奠定基础。待学生
记谱方法分享完毕后教师引入“记谱法”相关知识，如休止符、
省略记号、谱号音符、演奏记号等书写方法，将学生思想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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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融合在一起，为使基本乐理课更为生动有趣，教师还可
基于全音与半音、音的分组、记谱法等知识通过钢琴演奏的方
式予以体现，从听觉、视觉角度出发加深学生对基本乐理课知
识的印象，亦可邀请有一定钢琴演奏基础的学生作为“小老师”
配合教师完成实际弹奏及知识再现演示任务，继而有效提高中
专基本乐理教学质量 [4]。
3.2 在基本乐理课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转变教育理念培

育学生核心素养
教师需明晰立德树人在基本乐理课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性，

旨在通过教育思想革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例如，教师在进行
基本乐理课教学时可引入西方名曲赏析内容，将节奏、节拍、
切分音、音值等理论知识在音乐赏析过程中予以渗透，鼓励学
生从名曲意境、内涵、演奏技艺、作者情感、历史背景等角度
出发进行分析，在掌握理论知识同时培育学生审美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口语表达能力、跨文化交互能力等核心
素养，同时还能助力学生从名曲中汲取养分净化心灵，学习音
乐作者优秀品格，继而塑造健全人格，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再如，教师在学生掌握“节奏与节拍”知识时可鼓励学生从网
络视频“杯子舞”、“手指舞”、“卡点舞”中吸取灵感，通过创
新实践丰富“节奏与节拍”的表现形式，为学生自主创新提供
机会，挖掘学生音乐潜能，渗透立德树人，通过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
3.3 通过教学改革赋予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方法科学性
教学改革离不开教学方法的持续优化，为此教师需加大教

学方法研究力度，在学习新型教法同时需反观其在育人活动中
的可适性，使之更具育人效用。例如，教师在进行“音程与和弦”
教学时可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基于 C、F、G 在钢

琴上弹奏 14 种自然音程及低音构成的三和弦、七和弦，通过
钢琴演绎使学生能更为直观的理解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基本乐
理课学习效率。教师还可运用钢琴弹奏《友谊地久天长》、《洋
娃娃和小熊跳舞》等三和弦、七和弦乐曲，用学生熟悉的旋律
简化理论知识学习难度，增强基本乐理课亲切感，勾起学生学
习兴趣，通过知识迁移掌握所学内容，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基
础。再如，教师可运用微课践行分层教育理念，满足不同音乐
核心素养发展状态下的学生个性化学习诉求，用微课展示课程
内容，凸显微课重点突出、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灵活多元特点，
立足网络为学生搭建基本乐理课自学平台，使学生能根据兴趣、
能力选择微课，利用零散时间在浏览视频、观看图片过程中学
习基本乐理知识及技能，使学习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助
力学生养成良好自学习惯，体现微课教法科学性。基于教学改
革成果无法一劳永逸，为此教师需时刻保持以人为本教学方法
创新实践心理状态，关注中专学生基本乐理课学习实况，以此
为由改革教学方法，确保教法与学情相统一，在基本乐理课教
学中能发挥作用 [5]。

4、结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中专基本乐理课教学质量教师需深入解

读课标，积极研读教材，时刻关注学情，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
高效基本乐理课堂出路，营建轻松愉悦基本乐理课教学氛围，
调动学生学习实践积极性，在基本乐理课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
转变教育理念培育学生核心素养，通过教学改革赋予中专基本
乐理课教学方法科学性，多渠道落实基本乐理课教学目标，继
而在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能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学习成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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