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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小学音乐教育的价值与启示
李帅帅　陈子乾　张　欢　王延松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成长型思维是由斯坦福大学的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提出的一种成就动机理论，有不少研究发现小学生的成长型思

维与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在我国有不少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了成长型思维对学生发展的意义并在各种学科教学中整

合运用，但是音乐教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将成长型思维模式理论与小学生音乐学习的特点相结合，研究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小学生音

乐学习动机、音乐素养以及课堂学习氛围方面的价值，并从教师思维模式、反思错误方式以及教学评价方式三方面分析它对小学音乐教

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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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长型思维模式概述

（一）成长型思维模式定义

成长型思维是基于事物发展规律和个体成长的积极思维，反

映了个体面对问题时不回避困难，通过自身努力勇于解决问题的

良好心态。它的核心概念是即使一个人没有天生的天赋，但通过

长期的努力和坚持，就会得到成长。具备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坚信

智慧、技能是可以不断发展的，可以通过勤奋努力实现学习目标。

这种思维方式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挫折时会考虑自身是否努力而

不是是否有天赋。与之相对的是固定型思维，拥有固定型思维则

认为智力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改变的，认为技能和能力的成功受天

赋决定，并将学习与工作中的挫折归因于个人智力水平。面对挫

折和失败时，固定型思维的人倾向于放弃并回避挑战，拥有成长

型心态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将挫折和失败视为成长的契机。 

（二）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

在小学音乐教育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成

长型思维是一种侧重于努力、毅力和持续进步的理念，可以为学

生提供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学生技能和潜力的持续发展，

提高学习成效。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学生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失

败。当小学生面对唱不准的音阶和节奏时，很多认为自己没有音

乐天赋的固定型思维的学生会倾向于放弃，不进行下一步的尝试，

放弃音乐学习进步的机会。成长型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他们形成一

种将失败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的理念，帮助学生改变对音乐学

习能力的看法。从被动的固定型思维转变为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大胆地创作可以提高音乐素养的成长型思维。 

二、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小学音乐教育的价值

（一）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动机

音乐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音乐作

为一种艺术门类本来应该是非常受学生喜欢的。但是在某些中小

学园里，学校的音乐课却一直不受重视，有的时候甚至出现被挤

占的状况。这些人对于音乐教学意义的漠视，也反映出一些音乐

教学目的功利化思想，突出了人们对音乐教学的意义的漠视。这

可能会使得音乐教育并没有真正发展出其自身的意义，也同样会

使得学习者缺乏音乐教学的动机，将音乐教育视为无关紧要的辅

助课程。还有一些小学教师认为音乐的天赋是学习音乐的必要条

件，对有音乐感的学生更为关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音乐天赋一

般的学生。这部分音乐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经常使用“没有音乐天

赋”“不适合学习”等话语，使得学生认为音乐学习完全是由天

赋主导的。然而对小学的学生来说，本身这个时间段也是形成音

乐素养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听辩、唱读、视奏、欣赏等能力

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所以不可以让学生形成唯天赋论的认识，

而是要在音乐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信心，树立正确的音乐

学习心态，从而激发学生音乐学习的动力。

音乐成长型思维是成长型思维在音乐中的体现，学生音乐成

长型思维提高后会转变对音乐学习的看法。开始去尝试努力学习

音乐，在后来的学习中慢慢的看到自己的进步，不再把音乐课程

看作有天赋学生的专利。从关注音乐学习结果，转变为开始关注

自身音乐学习发展的过程，感受艺术能力提高所带来的快乐、自

信等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音乐素养

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音乐教育不仅

仅是传授音乐知识的教育，在音乐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的音乐能

力，创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 充分发挥音乐的美育

作用，用音乐涵养其美感，和谐其身心，陶冶其情操，健全其人格，

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

国外不少研究都表明了成长型思维可以提升学生的音乐能力，

包括培养小学生的音乐创造力。许多与成长型心态相关的特质，

如好奇心、乐于接受经验、坚持不懈和愿意冒险，都与高水平的

创造力有关。比如当学生拥有成长型思维后，在体态律动等活动

中会更愿意进行新动作的尝试；在节奏创编的学习中，也有勇气

去实践并且进行全新的创造等。从传授音乐能力、音乐知识的方

面来讲，成长型思维模式可以引导学生在音乐学习更加用心努力，

在遇到学习错误时更容易意识错误并进行正确地反思，促进音乐

知识和音乐能力的发展。此外识谱、模唱等能力的学习都是以结

构化为特征的，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在面对结构化的学习

时是有优势的，他们会表现得更加有信心，面对瓶颈不放弃，把

学习当作闯关的过程一点点进步。成长型思维对学生音乐素养的

培养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在日常学习的各个方面去体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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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表现音乐时，会比固定型心态的学生更加自

信的演唱、演奏。在音乐表达时学生的表演潜能更容易得到开发，

更自信地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情感，在音乐练习活动中享受美

的滋养，情感的陶冶。

（三）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 

建立有效的教室是培养学生基本素养的起点，有助于学生的

思想得到培养。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良好的氛围中，学生参与课堂

活动的意愿会更强烈。成长型思维的提升会帮助学生快速产生积

极的自我效能感，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可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

推断自己是否有完成某一行为的能力。这会让学生更愿意参加与

老师的互动中，良好课堂氛围的起点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只有学

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才能带动教学气氛提高教学质量。

三、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小学音乐教育的启示

（一）教师需转换思维模式

教师是课程政策的制定者，课程表现的评估者。学生清楚的

知道老师对学生能力和潜力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学业成

绩，在学习中往往会关注教师的教学重点和评价方式来获得教师

夸奖或一个好的分数。拥有不同思维模式的老师在教学中有不同

的做法。固定型思维的老师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能力，

而成长型思维的老师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发展。成长型思维的老师

也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有音乐天赋的学生身上，固定型思维模

式的老师认为关注音乐天赋较差的学生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他

们认为学生要么有音乐天赋和能力，要么不适合学习音乐。而拥

有成长型思维的教师往往更多地关注表现较差的学生，以确保他

们跟上学习进度并发展他们的能力。

（二）引导学生正确反思错误

音乐课程是实践为主的课程，在实践课程中学生总会不断地

尝试并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错误。因此发现和解

决错误是音乐教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韦克认为承认错误、

反思错误并将其作为改进工具是成长型思维的特征。在成长型思

维理念中错误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对学习过程有帮助。我们希望

音乐听起来令人愉悦，听到音高和节奏准确。但是，我们也必须

知道，错误的产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情，是学习过

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成长型思维中的允许和鼓励错误，并不是要让学生没有策略

的努力尝试，而是要通过揭露错误的规律性并帮助他们找到解决

办法，表扬学生的努力的同时也要对错误进行纠正。在成长型思

维模式下进行反思就是要传授一种错误是进步的前提的理念。为

了真正从错误中获益，学生必须寻求有效的学习策略，比如从别

人的成就中学习，反思学习过程本身。不能仅仅因为学生的努力

而表扬他们，这是不能够让学生进步的，犯错误或经历失败的学

生必须被告知他们错误的原因以及他们目前的水平，并在其基础

上寻求合适的解决策略。 

（三）对学习成果合适的评价

德韦克认为被表扬为聪明的学生倾向于形成固定型思维，将

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聪明，而被表扬为努力的学生倾向于采

用成长型思维，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努力。在音乐课堂上，我们

可以用成长型思维的理念来评价学生，鼓励学生朝着他们的目标

努力。当我们评价学生时，要鼓励他们做出的努力，而不是赞扬

他们的天赋。那些经常被告知自己“聪明”或“有天赋”的学生

可能会认为这些东西是天生的或内在的，而不是通过努力获得的。

这些学生在赢得称赞时会把一切当作自己的天赋，他们不需要像

其他人那样练习得那么多或努力工作。在今后音乐学习时遇到困

难后可能会避免挑战，并将糟糕的表演归咎于他人，而不是制定

如何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的策略。所以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提醒

学生他们曾经成功地面对过挑战，而这种困难的感觉意味着他们

正在进步。

四、结语

成长型思维模式是基于发展规律和个人成长的积极型思维，

对小学音乐教育有许多积极的启示与价值，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学生的整体音乐素养。并且在如何引导学

生反思，进行合理的评价等方面都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后的教

学实践中，笔者也会根据学生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方法作相应的实

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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