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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审美感知培养探讨 

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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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的核心素养是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通过艺术的形式将美表现出来，能够理解文化的内涵。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审美感知培养策略，提出通过场景代入、以学生为本、美育感化以及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四项审美感知

培养策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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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审美感知能力培养就是让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去认识

和欣赏音乐作品，和一般的音乐作品欣赏大不相同，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学生在欣赏音乐作品的时候要能够融入到音乐意境当中，切

身的体会音乐魅力，让音乐的文化内涵对学生内心产生积极影响，

丰富学生内心情感世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审美感知作为音乐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初中学生音乐审

美感知能力必须要让学生通过音乐的旋律、节奏等要素，切身的体

会音乐之美，摈弃传统枯燥的理论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

的兴趣，更好地感受音乐的艺术魅力。 

1.情景代入，提升学生音乐体验 

《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审美能力，

丰富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音乐教学不应该是单纯的理论教学和技巧

方面的训练，而应该是老师带领学生共同体验和感受音乐的艺术魅

力，通过感受音乐旋律和节奏带来的美感，对音乐相关知识和技巧

进行分析和学习，这是音乐审美感知实践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

音乐中的先进文化对学生的积极影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例如在

学习《难忘今宵》这首歌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这首歌所表达

的情感，可以先让学生观看春晚的歌曲视频，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

受这首歌蕴含的丰富情感，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春

晚的场景，将自己置身到春晚的场景中，学习的兴趣大幅度提升，

并且能够更好地领悟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教唱曲谱是音乐教学中

的重难点，很多学生对这个较为困难的环节具有一定的畏惧心理，

因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为后期的曲谱视唱做好了铺垫。此外，

通过开展小组学习，让学生自主探究一些较为简单的曲谱，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合作探究方式增强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

能力，让学生更加地好学，相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提高了学习效率。将学生代入情境中当中的教学方法，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体会音乐的魅力，将音乐技能和知识的学习融入

到乐趣当中，更好地培养音乐审美感知能力。 

2.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学生学习知识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老

师在整个的教学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忽略了学生主动性在

音乐学习中的重要性，极大地打击了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使

得教学质量较差。基于核心素养的音乐审美感知能力培养，应当改

变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活动应当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

激发学生兴趣，进行生动形象的教学，避免格式化教学所产生的弊

端。音乐审美感知能力培养要求在进行音乐欣赏教学的时候，不仅

是注重音乐创作背景以及词曲作者的背景介绍，更重要的是为学生

提供多种不同渠道的欣赏方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音乐学习中去。

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充分激发音乐学习的积极

性，让学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应当积极引

导学生探索和感受音乐魅力，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更加

主动地投入到音乐学习当中去，发挥学生自身音乐潜能，更好地感

知音乐之美。例如在学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曲时，笔者将课

堂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探究这首曲子背后的爱情故事，然后播放

这首曲子让学生边联想边感受，最后让学生谈一谈听完之后的情感

体验，以此丰富学生情感世界。 

3.美育感化，丰富学生情感世界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对美好生活事物的一种抽象的反

映，欣赏音乐帮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各种美好，感受艺术魅力，让

学生了解什么是美，学会欣赏美，从而逐步达到创造美的更高境界。

例如在学习《七子之歌——澳门》时，首先要让学生对歌词进行理

解，从丰富的歌词内容中了解这首歌的主要内容。学习之前还要对

澳门百年的沧桑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引发学生强烈共鸣，然后共

同欣赏这首歌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学生在学唱的时候自然就流露出

一种游子期盼回到祖国怀抱的强烈之情。真正的艺术是传递正能量

的，是追求真善美的，音乐之美也是在于对积极社会理想的传递和

表达，能够对人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音乐教育也不仅仅是简单的

知识点以及技能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融合德育，弘扬良好风气，利

用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启迪人的心灵，让学生感受音乐之美，从音

乐中感受到社会道德和责任担当，通过音乐欣赏帮助学生树立崇高

的精神信仰。 

4.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审美感知能力提升 

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好坏需要进行评价，评价不仅是对学

习成果的一种认可，也是对学习不足的一种弥补，通过多维度评价

体系能够更加了解学习的情况，教学评价也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

容。以往的音乐教学评价都是注重教学的结果，注重理论知识教学，

忽略了实践技能培养。随着素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逐渐在转

向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而不是

训练做题机器和知识记忆库。这对于音乐教学的评价体系也提出了

相应的改变要求。将传统的评唱形式转变为小组互评的形式，也可

以采用师生共同评价的方式，或者多个老师进行集体评价，采用综

合评价分数。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评价的科学和理性，同时也能更好

地找出音乐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增强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更

好地促进音乐审美感知能力提升。 

结语 

初中生正处于一个身心成长的时期，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音乐感知能力能够发挥先进音乐对人的积极影响，丰富中学生的内

心情感世界，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向

善、向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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