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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音乐教育的深入发展，器乐教学已逐渐普及，

打击乐也相继走进中小学课堂，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

要内容之一。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校开始着手打击乐

进课堂的教学实践，但在实际过程中，打击乐进课堂却

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校乐器不足、学生兼顾面狭窄、

特别是教学形式的单一，已严重阻碍了打击乐的有效教

学。因此，创新打击乐进课堂的器乐教学形式，是现实

所迫，教学发展进程的必然。

作者所在学校为上海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

校为器乐进课堂提供了完备的资源保障——各类打击乐

器，再加上我们长期的教学实践探索，创造了独特的打

击乐进课堂的教学形式，使学生通过以打击乐来演奏教

材中的作品，体验演奏的乐趣，体验合作学习的乐趣，

从而提升他们艺术欣赏与实践能力。为此，本文着重阐

述如何在高中阶段开展打击乐进课堂，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的审美观念与健康的审美情感，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

能力和综合人文素养。

一、价值追寻：打击乐进课堂的三大优势

打击乐隶属于器乐，具有器乐教学的一般属性。美

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士·莫塞尔曾说过：“器

乐教学可以说是通往更好体验音乐的桥梁”，“事实上它

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音乐学习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它

为我们音乐教学提供了独特而令人高兴的音乐教育价值、

效果的可能性。学生们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在教师的指

导下，一定能将这种可能性逐渐变成自己的东西。”这精

辟的论述，道出了器乐教学的本真意义，也反映了打击

乐教学的通识价值。

但打击乐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上手快、种类多、

合作性强。因而它不仅能让学生掌握乐器演奏的知识和技

能、培养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增强对音色、曲式结构、多

声部织体表现力的感悟，同时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学生人文情怀的孕育。

更进一步，现有的课程往往有厚重的“理论”之感，

教师口干舌燥的空泛讲述，并不能让课堂充满活力，不

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打击乐器演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借助一些耳熟能详的旋律进行编配和演奏则能使学生们

更快速、更直接地融入到打击乐演奏的氛围中，理解枯

燥的“理论”，在直接参与、体验中促进新课程的实施，

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

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也注意到，在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学生有艺术特长的比例相当高。我对我校 2012 届新生

6 个班级学生艺术特长情况作了调查，结果如下：

1 班

（41 人）

2 班

（41 人）

3 班

（38 人）

4 班

（39 人）

5 班

（38 人）

6 班

（37 人）

键盘乐器 11 10 7 12 5 5

西洋乐器 10 11 12 17 9 6

民族乐器 3 4 1 0 5 4

声乐舞蹈 2 6 0 7 6 4

特长人数
26

（63％）

31

（76％）

20

（53％）

36

（92％）

25

（66％）

19

（51％）

纵观全年级 6 个班学生的艺术特长情况，可以发现

每个班级有艺术特长学生几乎过半，有些班级甚至超过

了三分之二，也有些学生身兼数个艺术特长，这在类似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学校里具有普遍性。如何发挥这

些孩子的自身优势，让他们学有所用，为他们创造更好

的艺术教育平台，打击乐进课堂无疑是可行又切合实际

发展需求的。

综上所述，打击乐进课堂，有三大价值效应：有助

于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有助于新课程的有效实施，有

助于发挥学生的正能量。因此，打击乐进课堂已成为众

多学校的自主选择，正呈现一种燎原的态势，不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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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器乐演奏对于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提高对音乐的理解、表达和创造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

所在学校为上海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为器乐进课堂提供了完备的资源保障——各类打击乐器。本文所探

讨的是如何在高中阶段开展打击乐进课堂，努力做到让每位学生掌握一门乐器，更好地感受和表现音乐，从而主动

学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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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音乐教育的变革。

二、创新探索：打击乐进课堂的器乐教学形式

本文所指的打击乐进课堂的器乐教学形式不同于常

规的学校打击乐团，而是以班级为单位、面向全体学生

的一种授课形式。其主要的内涵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第

一，作为普及音乐审美教育为其基本目标的音乐课程，

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使学生通过

音乐的技能实践来感知音乐的基础知识，体验音乐审美

的基本过程与方法，感受音乐的情感魅力与人文价值，

为学生音乐素养的全面培养与发展奠基，这是新课程的

目标之一，也是教师神圣的教学使命。第二，从授课流

程来看，它包括课前准备、课中学习、课后应用，但主

体是在艺术课内实施完成，从而有效嫁接学生的学习与

兴趣爱好。第三，从授课形式来看，更侧重于实践与体

验。所谓实践就是学生能有更多练习机会，而不是听从

于纯“理论”的召唤；所谓“体验”就是学生能从更多

练习中，感悟打击乐的魅力，进而喜欢它、热爱它，达

到自我应用的目标。第四，从授课内容来看，它可以是

课外自选内容，但主体却是教材内容或是教材内容的延

伸与拓展，因此它并不是加重学生学业负担，而是借助

打击乐教学更好理解新课程。

下面以上海音乐出版社《艺术》高二年级第一学期

第一单元第二课《声情并茂音乐剧　悲惨世界传四海》

为例（该课获上海市中小学器乐教学评比一等奖，并被

录入上海市二期课改教学示范课），进一步说明其教学形

式的主要操作方法。

（一）课前准备

1. 教师的准备。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合理选取

（或教材中）适合本班同学演奏的打击乐曲目，针对各

班级学生实际情况，可适度简化作品演奏程度或适度提

高演奏难度以达到更好效果。合理有效地将打击乐教学

穿插在日常活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在自信

地、有表情地演奏中，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态度、分

享体验打击乐合奏所带来的欢乐。本课例主要将剧中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ing》改为打击乐器乐教学，其

理由是该曲为进行曲风格，节奏明确，结构整齐，适合

打击乐器演奏。（乐曲如下图）

2. 学生的活动。在课前，学生了解作品背景、欣赏

作品，为演奏作品做好充分准备。学生按器乐演奏程度

分成 A、B、C 三组，分别演奏旋律性打击乐器、节奏性

打击乐器、色彩性打击乐器。在此基础上将乐谱发给学

生，各组学生分别按要求熟悉作品。

（二）课中学习

1. 课中学习的目标侧重三个方面：第一，审美情感

体验。对打击乐作品的背景、情感、内涵等进行交流与

体验，并通过作品的演奏为基点，将体验的感受予以表

现。第二，表现与创作。通过节奏的创编，基本打击乐

技巧的练习，以及作品完整的演奏等艺术实践活动，感

受打击乐的表现形式，提升艺术审美体验。第三，合作

与交流。通过生生合奏，师生合奏，以及对艺术主题与

情感的相互交流，体验艺术活动中集体合作的相互倚赖

和协作的意义所在。（见下图）

2. 主要的准备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器材准备。

包括多媒体设备、钢琴、木琴、马林巴、颤音琴、钟琴、

太鼓、堂鼓、八角鼓、排鼓、通通鼓、轮旋鼓、小军鼓、

大军鼓、沙锤、手铃、卡巴沙、木鱼、马铃、音树、牛

铃、三角铁等各种打击乐器。第二，学生分组。A 组演

奏马林巴、木琴、颤音琴、钟琴等；B 组演奏太鼓、堂

鼓、八角鼓、排鼓、通通鼓、轮旋鼓、小军鼓、大军鼓

等；C 组演奏沙锤、手铃、卡巴沙、木鱼、音树、牛铃、

三角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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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的课堂进程由五个环节构成：

环节一：演奏主题

A 组学生用马林巴、木琴、颤音琴、小钟琴演奏主

旋律。

环节二：节奏训练

（1）全体学生（每人一乐器）进行节奏训练

可以看到贯穿全曲的基本节奏型为（附点、三连

音）：

（2）除旋律声部打击乐器外，B 组、C 组学生分别进

行节奏训练

环节三：创编华彩

让 B 组、C 组学生分四组创编华彩，（A 组同学共同

参与讨论）。在基本节奏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乐器之特

点改编、创作，为自己演奏的打击乐器创作一句华彩，

将自己演奏的乐器发挥极致。

第一组：太鼓、堂鼓、大鼓（或敲击鼓边等）；第

二组：小军鼓、八角鼓（或滚奏等）；第三组：沙槌、

手铃、牛铃、卡巴沙、三角铁、木鱼（发挥各自音色特

点）；第四组：轮旋鼓、通通鼓（结合高低音鼓变化）。

环节四：情感处理

对作品进行情感处理、强弱处理。作品为带再现的

三段体结构。A 段充满激情，进行曲风格，中段略微抒

情，再现之前有个渐强的过程，再回到 A 段。

环节五：完整演奏（师生合奏）

（结合教材，加入一位男声演唱），老师演奏马林巴

或钢琴，和学生共同完整的演奏整首乐曲，中间加入学

生创编的华彩乐段。

A 段（唱、钢琴、马林巴、小军鼓）、第二遍加全体

打击乐。

B 段（唱、马林巴、小军鼓）+ 华彩。

再现段 A1（唱、全体打击乐、马林巴、小军鼓）。

（三）课后应用

1. 知识迁移。通过一节课的学习演奏，学生在体验

作品演奏乐趣同时，增加了对作品的进一步了解，作为

教师应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会迁移知识，将相关演奏技巧

注入到新的领域，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又如：

案例：高一年级第二学期《歌情乐韵　悦耳爽

心》——音乐中的多声进行

在讲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的区别时，为了便于学

生进一步了解复调音乐的特点，在欣赏了《弗兰多尔舞

曲》之后，可让学生分两组用马林巴演奏两个主题（在

同一调内），体验复调音乐的魅力。

2. 分析改编。给学生创设多种交流的机会，鼓励学

生敢于表现自己，如进行新作的分析，并进一步改编新

的作品，提高艺术实践综合水平。又如：

案例：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歌情乐韵　悦耳爽

心》——改编、创作的民歌民乐

可尝试让学生将音乐剧《猫》中的主题改编成打击

乐（马林巴）演奏，也可让学生将一些传统民歌民乐改

编成打击乐来演奏，如《茉莉花》等，让学生体验创作

的乐趣，分享成功的喜悦。

3.表现创新。鼓励学生将打击乐在合适的场合演奏表

演，让学生所学即所用，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整体提升。

三、实践反思：打击乐进课堂的两大要点

1. 因“校”制宜：解决器材缺乏的弊端

以往的高中艺术课中大多还是以欣赏课为主，主要

是由于课时、场地、器材等方面原因限制，实践性艺术

体验教学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所以打击乐进课堂首先要

注意因“校”制宜。

如果在一般学校中，通常只有一些常备乐器，如：

沙球、铃鼓、双响筒、小铃、木鱼、爵士鼓等，类似这

样的条件，教师一方面可以向学校申请购置一些必备器

材，如中学教材中涉及到的木琴、铝板琴等打击乐器，

以丰富伴奏的旋律声部。当然也可以创造性地发掘身边

各种能发出声音的物品来替代打击乐器，以解决由于客

观原因造成的乐器器材缺乏的情况。

如果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有条件的话可以在此基

础上再添置些旋律性打击乐器，如马林巴、钟琴等。我

校是上海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虽然不是艺术特色

学校，但学校重视艺术教育投入，重视器乐进课堂，丰

富艺术课堂资源，逐步添置各类打击乐器。目前学校已

有马林巴（5 个八度）一台、马林巴（4.5 个八度）两台、

木琴一台、颤音琴一台、小钟琴一台、排鼓一组、太鼓

六个、大军鼓、康佳鼓、邦戈鼓、以及各类堂鼓、八角

鼓、通通鼓、轮旋鼓、小军鼓、沙锤、手铃、卡巴沙、

木鱼、马铃、音树、牛铃、三角铁等打击乐器，可以满

足班级里每位学生人手一件打击乐器。类似这样的条件，

教师可以让每位学生在课堂上演奏一样乐器，从而体验

到演奏的乐趣，体验到合作学习的快乐，体验到演奏成

功的喜悦。

2、注重分层：应体现教学差异性

每个班级里学生艺术才能会有较大差异，对音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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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学生器乐基础较好，识谱能

力较强，演奏打击乐上手快；有些学生在小学、初中阶

段参加过鼓号队，或者在以前音乐课上学习过口琴、口

风琴、竹笛等简易乐器，对于节奏训练已有初步了解；

也有的同学参加过合唱团，对于合作学习，合奏能力有

一定认识。因此可以说，学生的差异是一个客观现实。

所以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必然要应对差异性，体现多元

性和可选择性，让不同的学生拥有适合他们发展而有所

差异的课程，凸显“基础加拓展”的结构要求。

如对班级学生进行全面了解，然后按照他们的能力

不同，兴趣爱好差异，分成 A、B、C 三组，进行有针对

性的教学。

学生基础 适合演奏 分组原因

A 组 键盘乐器
马林巴、木琴、颤音

琴、钢片琴

键盘排列相似，

易学

B 组 其他乐器
太鼓、军鼓、堂鼓等

各类鼓乐

节奏感好，

易上手

C 组 无乐器基础
音树、三角铁、卡巴

沙、牛铃等

色彩性打击乐器

易学

此外，对于基础特别好的学生，可以在课堂器乐教

学基础上再拓展，组成学生社团或学校打击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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