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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角下高中音乐鉴赏课堂的构建策略探究
张　璇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湖北 武汉 430030）

摘要：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开展美育教育的关键阶段。对此，高中音乐教师应该利用好音乐学科的媒介作用，

改革音乐教学，使高中学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发现美、感知美，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此，

本文就美育视角下高中音乐鉴赏课堂的构建策略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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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阶段，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认知水平都已经逐渐成熟，

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也得到了全面地发展。高中音乐学科在培养

学生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教师应该

正视音乐学科的媒介作用，通过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培养学生审

美素养。当学生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后，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价

值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对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经过笔者实践调查发现，在高中音乐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学生兴趣不高、重视智育，忽视美育等问题，严重影响高

中学生鉴赏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的提升，对他们未来发展造成一定

的阻碍。对此，在美育视域下，为了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审美能

力，提升美育教育效果，高中音乐教师有必要对传统的音乐教学

效果进行优化和改革，通过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激发学生兴趣，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音乐鉴赏高效课堂，从而为学

生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开展美育教育的重要性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

人们对高中教育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升。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向

学生开展美育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到音乐中的美，从而提升他们发现美、

感受美的能力，同时还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认知，强化他们创造美的能力。

首先，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开展美育教育能够有效培养学生

审美能力和创造力。音乐鉴赏课并不仅仅是对优秀音乐作品的欣

赏，而是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对作品中情感的感知。通过鉴

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能够有效培养高中学生鉴赏

能力和审美能力，提升他们对音乐美的敏感度。同时鉴赏音乐的

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学生在鉴赏过程中会

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融入其中，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鉴

赏体验，激发他们的音乐创造能力。

其次，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开展美育骄傲与能够继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的沉淀，是民族、

国家发展的根基。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对优秀民族音乐作品进行

鉴赏，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拓展他们的认知，帮助他们树立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为高

中学生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开展美育教育还能够有效缓解高中学生的心理压力，

强化他们的沟通能力。高中阶段，学生会承受巨大的考试压力和

学习压力，通过在音乐鉴赏课中开展美育教育，能够有效地帮助

他们缓解因为高考所带来的压力，平复情绪，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同时，音乐鉴赏课的开展，能够使高中学生们一同感受鉴赏音乐

所带来的快乐体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从而强化学生沟通能力。

总之，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中开展美育教育对高中学生未来学

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和审美能力，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缓

解他们的学习压力，提升沟通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在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中开展美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注重智育，忽视美育

经过笔者实践调查发现，部分高中音乐教师受到传统教育观

念的影响，非常重视智育，过于重视学生音乐知识的学习，而忽

视美育教育的开展，导致高中学生不懂如何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鉴赏优秀音乐作品，无法对音乐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领悟

到其中所抒发的情感。长此以往，必将对他们感知美、理解美的

能力造成影响，使他们无法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念。

（二）忽视鉴赏能力的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理解不全面

在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往往只会让学生进

行大量的反复聆听，增加学生对作品的熟悉感，这种教学方式存

在一定问题，只会使学生对作品的旋律比较熟悉，但对其中所表

达的情感无法深入理解。即使学生对一首歌曲听了很多遍，也很

难深刻地领悟这首歌曲的内涵和所传递的情感和精神，无法积累

自己的审美经验。这种教学方式非常容易使学生对音乐鉴赏课产

生误解，从而逐渐轻视音乐鉴赏课内容，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的提升。

（三）美育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之间缺乏联系

美育教育也就是通过音乐教育，使高中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

生活中的美，从而使他们体验美，创造美，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

和审美能力。然而经过笔者实践调查发现，在我国音乐教学之中

存在美育教育与实际生活之间不紧密的现象。在音乐教学之中，

教师过于注重音乐知识、技能方面的讲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

体验，导致很多学生对美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上，无法将所学音

乐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使得美育成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教育。同时，美育教育缺乏实践性。很多教师主要以音乐课堂

教学为主，很少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导致高中学生们无法亲

身参与音乐创作之中，印象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提升。

三、美育视角下高中音乐鉴赏课堂的构建策略 

（一）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审美能力

兴趣是学生的益友良师，同时也是他们学习的动力源泉。他

们只有在浓厚兴趣的激发下，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教学之

中，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对此，在高中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以激发学生兴趣为导向，通过运用

多种方式和手段，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从而提升鉴赏教学效果，培养

学生审美能力。例如，在学习民歌《辽阔的草原》时教师可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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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们围绕这首歌曲开展联想，通过这首歌曲，可以联想到草

原、骏马、蓝天、羊群等词汇，为学生们打好情境基础。此外，

教师可以向学生们设置问题，比如说“同学们去过草原玩吗？你

对草原的印象是什么？”引导学生们分享自己的草原经历和感受，

拓展他们认知。之后为学生们播放民歌《辽阔的草原》，介绍这

是一首蒙古族民歌，解释什么是“长调”，与“短调”作对比。

歌词质朴、精炼，对草原上的牧民生活进行了赞美。节奏自由舒缓，

又热情奔放。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鉴赏教学，能够有效地激发学

生兴趣，拓宽他们的视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二）灵活融入技巧，丰富学生审美体验

从某种角度来讲，审美体验也就是一种心理方面的体验，强

调在鉴赏教学过程中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和激发。但由于

在高中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更加注重音乐知识和技巧的传授，而

忽视了美育教育，导致他们难以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对此，高

中音乐教师在开展鉴赏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学生鉴赏能力和审美

能力方面的培养，提升美育教育效果。对此，首先可以从音乐体

验方面入手。例如，为学生播放一些节奏变化强烈的音乐，通过

奥尔夫身体律动教学方式，帮助他们获取更好的音乐感知。比如

引导和鼓励学生有节奏地拍手、跺脚、相互配合击掌等，以此促

使他们更加清晰地感受节奏的变化，从而使他们通过身体律动感

受音乐节奏。还比如，在学习非洲民间音乐《鼓舞》时，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们摆动手臂，围成圈跳舞等律动方式，体会音乐节奏

的美和趣味，感受音乐所抒发的抗争、拼搏精神。在初次聆听完

毕之后，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们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与同学

们共同讨论和分析，再二次聆听加深认知，加强他们的立体审美

体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三）创设情境，深化情感体验

京剧是我国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它凭借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社会各界的青睐。为了深化

学生情感体验，使他们了解和掌握京剧知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

传统文化，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以

及学情，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通过这样的方式，

既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升课堂教

学效果，同时还能够深化学生情感体验，使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除了传统京剧的介绍和赏析，教师也可以通过其他

剧种拓展音乐与戏剧的知识广度。比如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向学生们分享名著《红楼梦》，使他们对其有

一个大概的认知，之后再由学生分别扮演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

开展角色扮演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案例

内容。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现代教辅工具多媒体，向学生们播

放《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葬花》等视频表演版本，使他们更加

直观、深刻地了解名著内容，提升学生鉴赏能力，从而深化他们

的情感体验。

（四）引导学生参与，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高中音乐教学也迎来了改革的新契

机。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

作用。对此，为了提升美育效果，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教师有必

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和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还”给学生，

从而更为有效地开展审美教育，提升鉴赏课堂教学效果。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学生兴趣为导向，不仅要

选择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方法，而且还要确保教学内容与他们的

日常生活紧密融合，使他们能够针对教学内容说出自己的想法和

认识，从而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教师可以以小组合作

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使他们在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获取新的思想和认知，进而拓宽他们的视野。例如，在学习《中

国流行音乐》这部分内容时，以《外婆的澎湖湾》为例，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们分享一些自己与外婆的故事，激

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与情绪上的铺垫，老师亦可以做那个抛砖引玉

的人。当学生们分享完有趣的回忆故事后，教师再向他们播放《外

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曲，引导学生分析这首歌曲，除了音乐基本

要素的提炼和讲解之外，也要鼓励大家说出自己听到这首歌后的

情绪感受和想法。比如会有的学生听到这首歌就想到自己的外婆

对自己的教导，但是自己总是惹她生气，很惭愧等等。通过这样

的方式，为学生创设情境，使他们在此环境中感受好的音乐作品

具有的感染力，使他们从审美体验上升到审美理解，促使他们理

性思考。

（五）丰富教学内容，缓解学生压力

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的关键时期，关系到他们的未来发展。

面对高考，很多高中学生都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学生时

常会产生焦虑、不安等情绪，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同时，

针对此高中音乐教师可以对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优

化，选择一些质量高、学生青睐的优秀作品进行鉴赏，通过这样

的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还能够缓

解学习压力，舒缓心理，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例如，在学

习《斗牛士之歌》时，除了歌剧《卡门》剧情背景的介绍，教师

也可以引导学生们对这首著名的男中音咏叹调进行全面分析和解

读。从浑厚力量感的男中音音色，强劲有力的进行曲风格，细致

的动作情景描写等等方面，体会作曲家是如何将一位自信勇敢、

百战百胜的斗牛士形象用听觉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让听众感同身受

的。以此强调音乐对人情绪的影响。因势利导学生利用音乐来为

自己的情绪做调节。此外，教师还可以将流行音乐引入到鉴赏课中，

比如说《孤勇者》《水手》《隐形的翅膀》等流行歌曲，让学生

进行赏析，不仅极大地提升教学有效性，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

好地对歌曲进行鉴赏，让他们更加容易了解歌曲中表达的情感和

思想，使之与歌曲产生共鸣，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丰富他们的

音乐情感。

四、结束语

总之，为了更好开展美育教育，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

高中教师有必要充分利用音乐学科作为媒介，通过多种方式和手

段，提升鉴赏教学效果，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为他们未来全面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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