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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高中器乐教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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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素养的形成并非是学生在学科中的专业成绩，而是如何将学

科技能更好地发挥在日常生活的运用中，同时形成与社会接轨的条件因

素。如今，我国教育局强调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通过教师引导发展

学生基本的学科素养，培养出学生对于专业知识运用的能力，让其能够

真正将课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本文将通过对于高中器乐教学的分析，

浅析核心素养下教学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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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器乐传统教学的存在和不可替代，是为了强化高中生的

艺术细胞和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在音乐上的技能。由于核心素养
的变革，将各个学科过渡发展，形成了和社会接轨的直接因素，
而高中器乐也因此成为了技能优势之一。其中，音乐方面的学习
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而通过对于器乐文化的认知和学习，让学
生了解到不同时代和国家的音乐文化区别，帮助学生完成其成长
过程中对于该类元素的探求，引发并且强化其对于器乐展开的创
意实践。 

一、高中器乐教学现状 
在如今的教育行业中，对于音乐和器乐的教学仍属于副科学

科，因此导致我国高中教育的器乐教学中存在两大问题：对于器
乐教学的重视度低下，以及教学方式不够创新优化。首先，在对
于器乐教学的重视度上，我国教育存在明显的落后，在大部分高
中课程中，器乐教学被当做兴趣爱好展开，实则缺乏了一定的专
业性教育，不能够让每一个学生真正接触到器乐的魅力。相比考
试相关的学科，器乐的学习便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项，甚至许多
学校并没有开展器乐学习的课程。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没
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为学生开展器乐学习，由于设施具备不全面，
便让学生产生了对于该项学习的模糊意识，不但不能对其产生兴
趣，甚至可能根本偏离了整体的艺术观念。其次，在教学模式中，
在大多数器乐课程的教学中都比较枯燥且一成不变，长久以来便
会磨灭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器乐的学习需要从乐理和实践方面
着手，在乐理的学习上，教师一味的讲解成为了通病，且因为乐
理知识较为抽象，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够带给学生清晰直观的认
知，让他们对于器乐学习的感官不能够做到 优化。而在实践学
习中，并非所有学校都能保证让每一个学生经手器乐的实践，如
此便失去了教学核心素养的意义，成为了纸上谈兵。纵使是实践
过程，多数器乐学习也成了较为枯燥的反复练习和评测，长期性
没有创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会让学生形成厌烦心里，从而忽略
了本身的器乐文化，导致高中器乐教学的质量日渐低下。 

二、优化创新核心素养下高中器乐的教学 
（一）适当解说引导，强化重视度 
器乐教育的运用学习落后，是由于学生、甚至是教师的重视

程度不够所导致的后续一系列学习效率低下，因此，提高学生的
重视程度是 为关键且基础的步骤。在学校对于课程安排上，需
要将器乐教学认真规划入学生的日常学习，而非存在于兴趣课
程，如此才能够让学生了解到器乐的重要性。除此以外，学校可
以合理邀请一些在器乐方面具有专业权威的人士来学校进行解
说演讲，甚至让学生自主提问，拉近他们和权威人士之间的距离，
同时通过专业性的解说，让他们能够了解到器乐学习的魅力和文
化积淀。 

（二）有效利用教学资源，使课堂更具创意性 
在课堂教育中，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对比教学和启发教学，

让整体课堂更具有独特性，从而让学生能够更为清晰直观地了解
到不同器乐的魅力和文化。对比教学，可以通过不同器乐的种类、

音色和适用程度，帮助学生了解到每一个器乐自身独特的个性
化。教师可以准备课件，模拟不同器乐演奏时的音色，让学生能
够从不同器乐的音色进行对比区分，甚至猜测出器乐的名称。在
此过程中，对于初步开始学习的学生可以选取一些音色相差较大
的器乐进行比对，例如吉他和贝斯鼓，吉他的音色介于各类提琴
之间，电吉他的音色更具有表现张力，是不少流行乐曲的首选伴
奏器乐之一，相比之下，贝斯鼓的音色则更为复杂，由于通过鼓
手和贝斯手的混合形成了特定的音色，正由于吉他作为弦乐器，
而贝斯鼓作为打击乐器，更容易区分其区别。如此，通过此类简
单的分析和判断，对比教学，让学生能够对不同器乐有一个简单
的了解，并且强化了他们对于深入了解的兴趣。而启发教学和对
比教学同样可以相辅相成，在启发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
摸索如何让一个乐器发声，而其中每一个乐器的声音特色和发声
方式的区别都可以通过学生自己的探究寻找到规律。例如钢琴，
通过 88 个黑白键形成不同的音节和曲调，作为 简单易学的乐
器之一，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摸索钢琴中的音阶区别，对于不同
的音符发出的音色形成认知，再通过教师的讲述进一步进行学习
探索。启发学习的特点和优势，便是打破了传统教学的一味传导，
让学生可以自发性参与其中，主动寻找学习的乐趣和兴趣，从而
强化了他们对于器乐了解的积极性，为之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而将启发教学和对比教学有机结合，更加能够从双方面同时强化
学生的艺术氛围，让他们真正融入于器乐学习之中，从专业知识
联系生活，达到教育业核心素养培育的标准。 

（三）丰富课外活动，引起学生兴趣 
除了课堂中教育模式的创新，在课外活动的改革上也需要进

一步加强。丰富的课外活动可以直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
们对于器乐学习形成一种新型的观念，而非仅仅是枯燥的训练。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公开的演奏会，带领学生去参加并
且从中感受器乐演奏的舞台表现力。演奏会往往都会具备自身的
特色，例如古典音乐演奏、电子音乐演奏等等，因此每一场演奏
会都会带给观众全然不同的感官体验，如古典音乐演奏的现场将
会显得十分沉稳，多数音乐会通过大型演奏乐队的合奏完成，以
大提琴、小提琴、长管等具有古典特色的乐器形成演奏，让学生
感受到器乐随着历史演变而发展至今的文化魅力；而相比之下，
电子音乐则更为现代化，其囊括了多数电子技术的运作而形成整
体曲调。在课外活动中，同时可以和课堂所学内容进行结合，比
如在电子音乐演奏会中，学生或许可以分辨出曾经所学的电吉他
的音色，只有在生活中找到实际运用，才能够符合我国现代教育
核心素养的标准，培育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让他们能够将专业
知识运用于生活，甚至在将来为未来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强化提升我国核心素养下的高中器乐教育，需

要通过不同的方式首先让学生了解到器乐文化的重要性，再通过
创意教育模式和活动，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器乐的魅力，自发性地
对其产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需要让
学生从专业知识中跳脱出来，让他们将器乐的艺术形式融入自身
生活之中，在达到核心素养要求的同时，促进自身在音乐器乐方
面的发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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