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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教育家王守仁提出的儿童教育思想，提出，儿

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并且要“随人分限所及，

量力施教。”裴斯泰洛齐也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西

方教育理论的先驱霍尔巴特和杜威也非常重视兴趣的获

得，维护和应用知识。他们认为，有趣的学习可以使知

识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因素，可以成为有吸引力的思维

方式，激发人们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激发他们以后的

学习。兴趣的概念是喜欢或关心事物的情感。心理学家

认为兴趣在人们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人一旦对某一

件事，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

在里面，并且产生愉悦的心情和好感。在现实中，兴趣

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积极地参与到实践

中去，还可以主动的去解决各种问题，从而获得更多成

就，感受到更多的愉悦。也正是因为这样，在音乐教学

中，尽量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对于他们而言十分重

要，因为学生们有了兴趣才会喜欢上这门学科，才会去，

愿意学习，愿意思考。有了兴趣后，就可以帮助他们更

好的欣赏音乐。在缺乏兴趣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基于现

有的音乐知识与技能上去实现个人的音乐学习目标。

二、培养初中生音乐兴趣的重要性

（一）音乐对初中生的智力发展有促进作用

基于现代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音乐能够刺激

与协调人的器官、大脑，例如，在柔和的音乐环境中，

牛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改善；生病的人听了很多音乐

的情况下，自身的疼痛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喜欢

听音乐的孩子拥有者更高的智力。

瑞士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提出的要素教育论中

的智育指出：首先教学应从教学的基本要素，开始谁教

学过程心理学化，数目，形状和语言是教学的基本要素

儿童通过计算来掌握数目，通过测量来认识形状，通过

言语来掌握语言，同时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计算测量和言

语能力。其次要改进初等学校的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

在初等教育阶段应开设阅读书写算术等课程，一切课程

编制和教学内容都要以各自的要素为核心来组织。最后，

智力的发展，主要来自思考，教师要引导组织学生进行

各种思维练习。

（二）音乐可辅助提高初中生的文化素质

音乐课程标准中，音乐被定位与文化层面，非常的

重视学生的文化素养，使得教育理念有了很大的提升。

长时间以来学生的传统教育理念受到了制约，但在我国

的音乐教育中，却忽视了文化的教学重要性，尤其忽视

了美育的教学，使得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

在音乐教育中应该非常的重视美育，重视学生们的审美

情感，要以审美为核心，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由此来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这才是音乐教育的理想目标。同

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主动地引导学生树立文化意识，

并且开拓文化视野，丰富其文化内涵，这才是音乐教育

中最需要解决和重视的课题。

三、培养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方法

（一）精心准备，多方面结合

好的音乐课是一门精美的艺术作品，在备课过程中，

浅谈如何提高初中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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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最大的魅力也就是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表达，音乐是感人的，微妙的。如果如果学生对音乐这门学科

不感兴趣，或是不喜欢，那么学生就无法学好这门学科，如果用逼迫学生去，还会适得其反不仅不会得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甚至还会使学生对这门学科产生厌恶心理，是非常不利于学生整体学习发展的。但因为其独特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十分传统，也会使学生慢慢地对音乐不感兴趣，便不喜欢上这门课了，因此也就不会意识到音乐的美，随

后也就不会再坚持或是直接放弃对音乐课的学习。因此，教师要树立良好的学生观和教学观，找到更适合学生的教

学方法，以此来改变学生学习的心态。学生还必须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以便学生能够轻松、自由、主动的去学习。

本文主要阐述的是怎样才能使初中生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使学生们爱上这门学科爱上学音乐。论文首先阐述培养

初中生音乐兴趣的重要性，其次阐述培养初中生音乐学习的方法，最后以具体的歌曲《找朋友》作为案例进行课堂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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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创造出对这门艺术作品的灵感和欲望，要把整个

课堂的思想清晰完整地放在一条线上，这样才能有效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音乐意境的创造精

神。激发学生兴趣和提高音乐课的教学质量，是非常有

必要的。就必须把音乐与“看、听、唱、摸、动、写、

记、创”结合起来。喜欢游戏、戏剧、书法、艺术、文

学等等，让学生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快乐。抽象音乐的

概念和无聊能力的形成变成了生动有趣的游戏和舞蹈，

使它们具体、生动、有趣。

（二）鼓励表扬——激发学习兴趣的宝藏

鼓励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刺激”一词，是一个形

容人的心理的一个词，他会使人产生持续的兴奋，导致

一种积极行为出现。这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鼓励，学生们

有了更多学习的信息，自身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得到了提

高。

1. 鼓励的方式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老师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就个

别学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课堂教学期间，可以对他

们表现出亲切的微笑，友好的目光也是可以起到一定鼓

励作用的，在学生答对了问题之后，就大声夸奖他们，

学生们创作出令人愉快的音乐，老师们可以使用“红

星”和“进步的印记”的标签。当学生表现出与其他人

不同的艺术才能时，他们可以说学生是小莫扎特，小巴

赫。只有及时、当即的鼓励才会将鼓励的作用最大化，

可以促进学生成功。也认同其他的鼓励，让老师与学生

们相处在一起。来对某段时间内获得的进步与成就进行

会议。允许采用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

2. 鼓励的对象

应当注意，班上任何一个学生都是值得鼓励的对象。

对于那些表现优异的学生，他们总是能够得到老师的表

扬与鼓励，他们的学习水平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音乐文

化的知识，老师也可以借助多媒体从而帮助学生了解音

乐的魅力，从而让他们知道不同国家的音乐风格，如此

也就能够促进学生正确理解音乐，在欣赏了不同类型的

音乐素材之后，学生们能够反反复复的聆听和品味，提

高对作品以及素材的认知。老师也可以组织学生调查和

研究自己家乡里的民族音乐，可以更加真实的演奏音乐，

学生在自我介绍的内容中也加入了各个民族里的音乐。

云南是一个包括了非常多的民族的省份，包括白族、佤

族、哈尼族。

因此，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音乐文化，好

的音乐材料可以吸引他们强烈的求知欲，从而使他们对

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大。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

音乐作为艺术，可以带来美好的视听感觉。在传统

的教学方法中，一般来说都是教师来唱音乐歌曲，但因

为每一位老师个人演唱的能力与水平都不相同，因此在

音乐的教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在小学的音乐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等信息技术为重点。来进

行针对性教学为学生进行正确的音乐演示，示范，丰富

在音乐教学中的课堂内容，以此来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

趣，让学生们爱上音乐。有趣的画面或内容可以使老师

充分的利用进去。设计科学的教学活动。

比方说，在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小学音乐，《我的好妈

妈》这一内容的学习过程中，老师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多

媒体信息技术来进行教学。让中学生向世界各国国旗让

学生猜，激发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在听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感受不同速度的节奏型。远节奏

与近节奏，使中学生对歌曲的情感体验有所提高，之后，

教师可以通过为中学生播放《我的好妈妈》歌曲的过程

中，引导学生跟上歌唱的节奏，在此期间，老师可以接

触到中学生，感受到每个中学生的歌唱品质及时纠正和

指导有问题的中学生，提高每个中学生的歌唱水平。

此外，在通过引导中学生学习我的好妈妈内容过程

中教师可以向学生们传达妈妈对孩子的爱以及，以及这

首歌曲中孩子以妈妈为骄傲的感情。以确保能够充分的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老师就会提出问题：你们都爱自

己的妈妈吗？今天老师将带领同学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

题，感受母亲的爱和孩子的爱。也就是说，指导教学，

为使学生满心欢喜地打开教材，提高对课文内容的学习

积极性，小学音乐教学也就可以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效

果。（指导老师：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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