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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析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中审美精神的塑造 
◆邱妮娜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  上海  202162） 

 
摘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养成思维习惯的关键时期。因此，在小学音乐欣

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音乐欣赏是人们通过音乐

来激发内心情感的过程，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人们将致力于音乐，传

递音乐的情感能量。随着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的不断发展，有必要提高小

学生的审美能力。本文主要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在小学音乐欣赏教学中培

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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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美丽的艺术形式。音乐教学已成为培养小学生综
合素质的关键课程。在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渗透音乐审美教育是
音乐教育的灵魂，也是使学生具有积极乐观的音乐审美取向，对
培养学生的其他艺术审美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小学音乐审美趣味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观念落后，对音乐课程不够重视 
虽然音乐是小学素质教育阶段的必修课，但目前大多数学校

都把音乐与语文、数学等“常规课”分开，把音乐与美术、体育
等其他课程一起归类为“附带效益之一”，一些学校甚至将其列
为“附带利益之一”。除期末考试课程外，教学理念落后，对音
乐课程的不重视导致了人为的不平等，这必然导致教师在讲课过
程中敷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实现独特的审美。 

（二）教学模式单一 
小学音乐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意识，体验

音乐表演过程中旋律、节奏、歌词的美。然而，目前小学音乐教
学大多局限于歌曲的教学、演唱和音符的解读。虽然音乐理论知
识的解释是音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歌曲和学习
歌唱的基础，但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
味，对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难读懂
分数和学习笔记，它违反了小学音乐教学的基本规律，容易使学
生感到被音乐排斥，对音乐学习失去兴趣。 

二、小学音乐教育中审美精神的塑造策略 
（一）创新教学模式 
采用多种教学模式有利于音乐审美教育的发展。放弃学习和

唱歌模式，采用欣赏型教学模式。小学音乐教育不是专业音乐教
育，它不能教学生唱多少歌，掌握多少歌唱技巧。音乐教育应注
重让学生体验音乐之美，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优美的音乐，让学
生体验它的好坏，音乐老师引导他们四处游玩。当学生有自己的
愿望学习唱歌时，音乐老师教学生如何唱歌。只有学生选择自己
的歌曲，学生才会愿意唱歌，这将对他们的音乐审美取向产生重
大影响。 

（二）丰富教学曲目类型 
小学教育跨度大，不同年龄的学生差异很大。他们不能简单

地视为孩子，而选择教学歌曲不应偏袒儿童歌曲。除了欣赏模式
的教学方法外，学生还可以演奏各种不同类型的歌曲，使学生能
看到更多，了解更多。有些音乐，如古典音乐，学生可能不懂甚
至不喜欢听，因为他们的年龄，但良好的音乐熏陶会对学生产生
积极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
乐，什么是美的音乐。 

（三）改编流行音乐 
好的流行音乐更容易让学生感受到积极向上的能量，流行音

乐给小学音乐审美教育带来了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流行音
乐曲风简单，旋律优美，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简单易学，如果
将流行音乐不利于小学生健康成长的歌词改编成积极乐观向上，
又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歌词，既可以减小恶劣环境对小学
生学习音乐的影响，又可以引导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音乐审美取
向，一举两得。 

（四）创设具有美感的音乐氛围 
音乐审美的本质在于美感，音乐作品只有在感官上让人感觉

赏心悦目，才能够称之为好的音乐作品，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种
美感的获得更多来自于对音乐作品的视觉享受，通过视觉感知来
判断音乐的美感，这也是音乐审美的趣味所在。由于小学生的理
解能力有限，音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借助视频、图片或者多
媒体的形式，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感受音乐作品。例如，
在学习江南民歌《茉莉花》时，可以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播放有
关江南美景的视频，让学生融人到江南风光之中，感受到《茉莉
花》这首歌曲所具有的婉约美感，通过直接的视觉效果来激发学
生的情感，使学生在音乐中细细品味，产生联想和想象。 

（五）扩展学生的音乐视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艺术表

现形式，也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形式，但目前大部分小
学生喜欢当代音乐和流行音乐，对于古代、近代、现代的优秀音
乐作品了解得比较少，而很多古代音乐、现代音乐乃至国外优秀
音乐作品，都是人类的瑰宝，这此音乐中所蕴含的美感是当代流
行音乐无法比拟的。因此，音乐老师在引导学生进行音乐欣赏过
程中，要逐渐培养学生对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兴
趣，以扩展学生的音乐视野。例如，在学习民族音乐时，可让学
生欣赏项目内独奏曲《百鸟朝凤》，向学生介绍民族乐器，教学
生演唱民歌，了解更多关于民族音乐的知识，使学生能够从古今
中外的优秀音乐作品中汲取精神养料，提高音乐审美趣味。 

（六）注重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的参与体验 
音乐审美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只有参与到其中感受，才能够

体会音乐的美感，音乐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精心设计音乐课堂
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中，通过听、唱、学、说等多种形式在音
乐欣赏中的运用，让学生切身体会音乐作品的美感，从而培养学
生高尚的音乐情操和对于高雅艺术的好感。例如，在欣赏《钟表
店里》这首音乐作品时，老师可以组织学生用不同的乐器进行演
奏，三角铁代表大钟，小铃用于代表小钟，沙球可用于表示秒表，
这样就可以充分展示乐曲所表现的钟表店里开音乐会的热闹情
景，演奏完毕后，学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也就是
对作品审美的体验。再者，在学习《龟兔赛跑》时，老师可以让
学生提前准备龟兔赛跑的故事，采用讲故事加配乐的课堂活动形
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 

（七）尊重学生的创造成果，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小学生的内心世界较为脆弱，而小学教育对学生而言，可能

会影响一生。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正
确的评价，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充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促进
学生不断进步。首先，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音乐创造，让学生
学会享受自己的创造成果。其次，对表现较为优秀的学生给予积
极的赞扬和默许，以促进学生在音乐创造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进
步。 后，对表现一般的学生给予积极的鼓励和认可，善于发现
学生创造成果中的优点，给予适当的表扬。不能单纯注重对结果
的评价，更应注重对过程的评价。在培养小学生的审关创造能力
时，教师要遵循欣赏学生能力和激发学生潜力为重要指向，使学
生的创造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得以提升。 

总结：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具有美感。小学音乐教学是培养学生

审美情感的启蒙阶段。音乐教师要充分发挥这一阶段的指导作
用，正确认识音乐审美兴趣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感受和欣赏音乐
美。然而，小学音乐审美趣味教学仍然存在：教学理念落后、对
音乐课程重视不够、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通过营造审美音乐氛
围、拓展学生音乐视野，强调学生参与音乐教学， 终达到提高
学生艺术素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