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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课程改革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叶小莲 

（广东省惠东县惠东荣超中学） 

摘要：音乐是艺术表达中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新课改视域下，高中音乐教学迎来改革契机，如何引导高中生认知音乐教学魅

力，促进高中音乐教学作用与价值体现，成为每位音乐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高中音乐教学改革困境的分析为切入点，提出

音乐课改困境消除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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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高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中音乐教学其重要性与作

用愈发凸显，可以帮助学生塑造良好品质品格的同时，达到学生创

造性思维激发的目的，并为学生端正学习、生活态度提供导向作用。

而基于新课改的全面贯彻，高中音乐教学存在的限制性问题日渐显

露。为促进高中音乐教学作用的发挥，构建契合现代教育事业发展

的音乐教学模式，需依据对音乐课改困境的明晰，在此基础上施行

有效对策来推进音乐课改的深入。 

一、高中音乐课改困境的分析 
（一）课程结构困境 

新课改落实于高中音乐教学中，促使音乐教学的标准与要求更

为全面与严格。新课改下音乐教学要求学生在掌握音乐知识、技能

的前提下，能够借助音乐教育来强化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帮助学生

形成审美品位与意识。但是现阶段音乐教学中，部分教师仍无法做

到对教学目标、目的的明确，致使课程结构与新课改下音乐教育的

要求不契合，不仅限制学生对音乐知识、技能的掌握，亦对音乐教

育目标的达成产生阻碍，更谈何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育[1]。 

（二）教学设施困境 

音乐设施是音乐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教学辅助用具，而因高中音

乐教学的边缘化，加之学校对音乐教学的落实不重视，致使学校在

音乐教育方面的投入少之又少，导致音乐教学中相关辅助设施的配

置缺乏资金支撑，无法为音乐教学的改革提供帮助。如钢琴、电子

琴为音乐教学常用辅助工具，而当前部分高中学校未做到对电子琴

等设置的完善配置，导致高中音乐教学呈现出作用持续弱化的现

象。 

（三）教学模式困境 

教学模式的应用是影响音乐教学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新课改理

念强调对学生学习主体位的突出，而部分教师为践行新课改而将课

堂还给学生，但是却未领悟课程改革的主旨与精髓，致使音乐教学

中出现“不讲”、“少讲”的问题，强制性要求学生借助自主学习形

式内化音乐知识、掌握音乐技能，导致音乐教学适得其反[2]。 

二、高中音乐教改困境的消除对策 
（一）注重对课程结构的优化与整合 

课程结构是否合理是音乐教学能否顺利进行基础前提，所以教

师需在授课前阶段，依据对教学大纲的分析，深度剖析课程教学内

容，精准界定音乐教学目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课程结构的整合与

优化，为学生营造循序渐进的学习环境，以期通过完善的课程结构

来加深学生音乐知识内化，帮助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形成音乐意识[3]。 

例如教学《第六悲怆交响曲》时，教师需在授课前确定教学目

标，然后于课堂阶段带领学生学习此歌曲的相关信息，包括创作背

景、作者介绍等，依托于创作背景的分析，帮助学生加深对作者柴

可夫斯在此创作此曲时苦涩、甜蜜情绪的感悟。在为课堂渲染氛围

后，带领学生深入到曲目的学习中，确保音乐教学的开展达成曲目

教学目标，并让学生加深对浪漫主义音乐的感悟，明悟此首歌曲中

情绪与表达的变换，实现对学生审美品位的升华。 

（二）注重对音乐设施的丰富与优化 

音乐设施不仅是音乐教学开展的辅助用具，更是吸引学生注意

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学校需在正视音乐教学必要性的前提下，加

大对音乐教育的投入力度，并突出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以期借助丰富、多样化的音乐设施来创设多元化的音乐教学氛

围，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音乐学习中，让音乐教育成为学生推崇、

喜爱的课程[4]。同时，借助对音乐设施的应用，可实现在课堂中进

行音乐曲调的再现，在锻炼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同时，促使学生乐

感的形成。例如教学《独特的民族风》时，为学生准备特色化的音

乐器材，如傣族的葫芦丝、蒙古族的马头琴、朝鲜族的伽倻琴、维

吾尔族的纳格拉鼓等，激起学生奏乐的兴趣。同时，教师可带领学

生对不同民族音乐的实践，营造生动的音乐氛围。 

（三）注重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应用 

以往音乐教学枯燥无味，学生只能被动的学习、演唱，课堂缺

乏自主性。为促进音乐教学的革新，教师可立足于教学现状搭建自

主性学习平台，通过实施多元化的音乐教学来营造氛围，转变音乐

教学现状，在提升音乐教学效果的同时，为学生音乐思维、音乐意

识的树立提供帮助[5]。例如教学《草原小姐妹》时，教师可借助信

息化手段在课堂中构建草原情境，生动的放牧画面辅以悦耳的歌

声，让学生置身于广袤无垠的草原中，进而加深学生对歌曲的感悟。 

或者是通过对课型的灵活设计来创新音乐教学模式，依据对学

生认知水平的掌握，将异同点明显的音乐作品统一安排在课堂教学

中，进而让学生清晰感知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情感，加深学生对音乐

的感悟和内化。具体包括：以演唱形式为中心进行教学课题的设计，

教学期间将相同演唱形式、不同音乐主题的歌曲安排在一起开展欣

赏教学，如演唱形式确定为“独唱”，将男声、女声独唱歌曲安排

于一起教学；再或者是以作品曲式为中心进行课题设计，如在教学

期间将“进行曲”、“变奏曲”等曲式安排在一起进行音乐赏析，有

助于学生加强对不同演唱形式、曲式的掌握，引导学生感悟音乐的

形式美、独特美。 

结束语： 
高中音乐课改能否顺利推进关乎到高中音乐教学的质量与成

效，关乎到高中教育改革的推进。对此，教师需借助科学手段的应

用来消除当前尚存的教学设施、课程结构、教学模式改革困境，营

造契合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优化音乐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应

用，促使高中音乐教学改革的深入，发挥出音乐教学应有的素质、

品质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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