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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音乐欣赏教学中的审美体验研究
齐雪松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北京 100000）

摘要：《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分为音乐、

美术、舞蹈、戏剧和影视五大模块，提出要坚持以美育人，重视

艺术体验，把音乐学科划分为欣赏、表现、创造和联系四大模块，

进一步明确了欣赏教学改革路径。小学音乐教师要立足新课标，

积极把民族音乐、流行歌曲等融入教学中，满足学生个性化审美

需求；巧妙运用抖音、听歌 App 开展欣赏教学，营造沉浸式审美

情境；组织音乐欣赏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表演中感悟音乐魅力；

开展音乐创编教学，鼓励学生演唱、改编歌曲，提升他们鉴赏能力；

组织跨学科学习，进一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提高他们欣赏课审

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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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倡导以美育人、以文化育人，坚持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注重学生艺术体验，创新音乐教学方法，积极把音乐、舞蹈

和绘画等艺术融合起来，构建跨学科教学模式，进一步激发学生

音乐学习兴趣和创作灵感，从而提升他们的艺术核心素养。小学

音乐教师要积极落实新课标，创新欣赏教学方法，搜集抖音、听

歌 App 等网络平台小学生喜爱的热门歌曲，丰富欣赏教学素材，

满足不同学生音乐审美需求，带领他们鉴赏流行歌曲、传统戏曲

和西方交响乐，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同时，教师要组织形式多样

的欣赏体验活动，引导他们深度鉴赏音乐作品，鼓励他们自主改

编歌曲、排练音乐剧，提升他们审美体验，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

学质量。

一、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音乐欣赏教学改革重点

（一）丰富欣赏作品

新课标为小学音乐欣赏教学指明了方向，督促音乐教师积极

搜集课外优秀音乐作品，拓展欣赏教学内容，带领学生探索更为

广阔的音乐世界，让他们领略国内外音乐文化、民族音乐文化，

发散他们的音乐想象力，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体验。同时，音乐

教师要尊重小学生音乐审美需求，搜集他们喜欢的儿歌、流行歌

曲等作为欣赏教学曲目，让他们欣赏不同流派、风格歌曲，鼓励

他们多角度鉴赏歌曲，从而提升他们审美能力。

（二）注重学生艺术体验

良好的审美体验有利于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促进他们核

心素养发展。小学音乐教师要注重学生艺术体验，让他们深度参

与欣赏教学，利用微课创设沉浸式音乐鉴赏情境，引导学生在情

境中鉴赏音乐作品，从而提升他们欣赏课审美体验。同时，教师

要积极组织音乐实践活动，开展合唱、器乐演奏、戏曲演唱和流

程歌曲演唱活动，让学生在表演中深化对音乐的理解，让他们在

表演中感悟音乐魅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艺术体验。

（三）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新课标把艺术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聚焦于审美感知、艺术

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四个方面，强调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

性和综合性，让核心素养贯穿音乐、美术等艺术教学，进一步提

升学生核心素养。小学音乐教师要坚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引导

学生深度鉴赏音乐作品，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鉴赏体验，提升他

们审美感知能力，鼓励他们把喜爱的歌曲、舞蹈和戏曲等融合起来，

提升他们音乐创意实践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带领学生鉴赏戏曲、民族乐器和少数民族歌曲，从而提升他们文

化理解能力和文化自信。

（四）积极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

小学音乐教师要积极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围绕欣赏教学重

点来搜集跨学科知识点，把音乐、舞蹈、绘画、戏曲等融为一体，

全方位展现艺术魅力，更能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让他们结合不同

学科知识鉴赏音乐作品，让他们获得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从而提

升欣赏教学质量。同时，教师可以组织音乐艺术节，鼓励学生进

行艺术创作，把欣赏教学和创意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他们

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提升欣赏教学质量。

二、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音乐欣赏课中审美体验教学现状

（一）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

目前小学音乐欣赏课中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由教师掌握

课堂主导权，以讲解音乐作品重难点、音乐特色为主，并没有从

学生视角来开展教学，难以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导致学

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审美体验比较差。部分教师在欣赏课教学

中依然以乐理、声乐知识讲解为主，没有关注到学生审美体验需求，

导致他们难以准确把握作品的情感和美感，难以产生深层次的审

美体验，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二）学生互动体验不充分

小学音乐教师在欣赏课教学中剥夺了学生去自主进行审美体

验的权利，习惯性公布统一的音乐作品审美体验标准，虽然可以

让学生快速而轻松地掌握音乐作品风格、旋律和情感，但是长此

以往容易让他们产生思维定势，不利于他们审美能力发展。由于

学生与音乐作品之间的互动比较少、学生之间的互动与讨论也非

常少，缺少独立想象和思考的时间，对音乐作品的欣赏流于表面，

难以获得深度审美体验，影响了音乐欣赏课教学质量。

（三）对学生审美体验不太重视

在小学音乐实际教学中，教师把重点聚焦在识谱唱谱、歌曲

演唱上，对学生审美体验的关注比较少，欣赏教学更多的是从教

师对教材、新课标的解读出发，却忽略了围绕小学生音乐审美体

验来开展欣赏教学，无法满足他们感受之美、享受音乐之美的需求。

此外，部分教师重点引导学生感知音乐作品的速度、强弱、节奏

等基本要素，对歌曲蕴含的情感美、文化美只是一带而过，没有

引导学生深度鉴赏音乐作品，难以让他们产生良好的审美体验。

（四）忽视了学生创造力培养

小学音乐教师在欣赏课教学中忽略了培养学生创造力，局限

于引导学生鉴赏音乐作品，却忽略了引导和鼓励他们把鉴赏体验

融入音乐创作中，局限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难以让他

们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美妙体验和乐趣。音乐创作灵感转瞬即逝，

但是音乐教师留给学生自主创作、改编的时间却比较短，导致他

们只能尽可能还原音乐作品旋律和歌词，无暇结合时代背景、自

身感受来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度审美体验，自然也无法进行音乐创

作。

三、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音乐鉴赏课提升学生审美体验的策略

（一）融入多元化音乐作品，满足学生审美需求

小学音乐教师要把民族音乐、理性歌曲融入鉴赏课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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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鉴赏曲目，满足不同学生音乐审美需求，进一步激发他们自

主学习积极性。第一，教师可以开展戏曲鉴赏教学，讲解京剧、

昆曲、豫剧和黄梅戏等剧种独特唱腔、舞台表演方式，加深学生

对戏曲艺术的了解。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鉴赏京剧《你待同志

亲如一家》、昆曲《游园惊梦》等唱段，让他们了解戏曲唱念做

打表演方式，以及不同唱腔，并讲解京剧、昆曲、黄梅戏等剧种

历史，加深他们对传统戏曲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

化自信。此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跟唱京剧经典唱段《肝胆热血

洒春秋》《贵妃醉酒》唱段、昆曲《游园惊梦》唱段，让他们体

验京剧字正腔圆的唱腔、京剧旦角柔美温柔的唱腔、昆曲清丽婉

转的唱腔，提升他们的戏曲审美体验。第二，教师可以搜集戏腔

歌曲，展现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从而激发学生音乐想象力，

引导他们多角度鉴赏流行歌曲，提升他们的审美体验。例如教师

可以播放歌曲《赤伶》和《万疆》视频，为学生讲解戏腔演唱特色，

鼓励他们学唱戏腔歌曲，进一步提升他们演唱能力，让戏曲艺术

得以代代传承，进一步增强他们文化自信。

（二）营造沉浸式鉴赏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小学音乐教师要树立“互联网 +”教学思维，利用抖音、听

歌 App 开展欣赏教学，营造沉浸式鉴赏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深度

鉴赏音乐作品，丰富他们的审美体验。首先，教师可以搜集抖音

App 热门歌曲，例如《勇气大爆炸》《万疆》和《孤勇者》等正

能量歌曲，利用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展欣赏教学，引导他

们探究歌曲背后的情感，弘扬社会正能量，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让他们深度鉴赏歌曲，让他们获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万疆》

是一首爱国歌曲，融入了戏腔唱法，歌颂了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

感，抒发了爱国情怀，歌词朗朗上口，可以让小学生感受到炙热

的爱国情怀。其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享鉴赏体验，让他们从

歌曲旋律、节奏、歌词、情感等角度进行鉴赏，鼓励他们畅所欲言，

提升他们的审美体验。有的学生喜欢《勇气大爆炸》，认为这首

歌曲旋律简单，节奏欢快，音调适中，歌词更是充满童趣。此外，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拍摄抖音短视频，鼓励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歌

曲进行演唱，让他们在演唱中感受歌曲魅力，让他们带着感情去

演唱，从而提升他们歌声感染力，提升欣赏课教学质量。

（三）组织音乐鉴赏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小学音乐教师要组织丰富多彩的鉴赏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体

验合唱、器乐演奏等表演艺术，进一步丰富他们审美体验，从而

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在《阿里山的姑娘》鉴赏教

学中穿插竖笛教学，先带领学生赏析歌曲旋律，让他们掌握附点

四分、八分音符的节奏和后十六分音符节奏，鼓励他们分享自己

聆听感受。有的学生认为这首歌曲是高山族民歌，曲调欢快活泼，

展现了阿里山姑娘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一面。有的学生认为这

首歌曲速度稍快，旋律中带着一点调皮，展现了阿里山姑娘活泼、

调皮的性格。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利用竖笛吹奏这首歌曲，纠正他

们的指法，让他们熟练吹奏这首歌曲，让他们在竖笛练习中深度

鉴赏歌曲，从而提高他们的审美体验。此外，教师还可以开展合

唱教学，引导学生进行二声部合唱训练，让他们体验和声的魅力，

让他们体验不同演唱方式，从而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多元化音

乐鉴赏活动有利于带领学生多角度、深度鉴赏音乐作品，让他们

通过合唱、乐器演奏等方式了解音乐作品，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

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

（四）积极开展创编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音乐鉴赏与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利于丰富小学生音乐

审美体验，促进他们核心素养发展，因此，小学音乐教师要开展

创编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改编音乐作品、排练音乐剧，从而提升

他们核心素养。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鉴赏彝族民歌《阿细跳月》时，

可以进行制作微课，介绍彝族音乐文化、风俗人情，重点介绍“跳

月”的基本舞步和“跳竹竿”活动，让学生感受五拍子的特点，

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彝族音乐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第一，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演绎这

首彝族民歌，鼓励他们根据歌曲设计舞蹈动作，改编歌词，进一

步促进音乐鉴赏与创作教学的融合，提升学生审美体验。有的小

组采取合唱的方式演绎这首歌曲，由女生来演绎跳月舞步，采用

无声伴奏的方式来演唱，展现彝族原生态演唱方式。第二，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搜集其他少数民族歌曲，让他们分享自己喜欢的少

数民族歌曲，让他们主动参与到鉴赏课互动中，激发他们音乐表

演积极性，从而提高鉴赏课教学质量。有的学生搜集了傣族的《月

光下的凤尾竹》，排练了孔雀舞，展现了傣族人民柔美、热情、

活泼可爱的性格。创编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音乐灵感，让他们把

不同艺术元素融合起来，促进他们艺术核心素养发展。

（五）开展跨学科教学，提升鉴赏课教学质量

首先，小学音乐教师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开展跨学科教

学，创新鉴赏课教学方法，更容易引导学生多角度、深入鉴赏歌曲，

从而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鉴赏《但愿人长

久》和《游子吟》时，可以引导他们结合语文古诗词知识开展教

学，引导学生翻译歌词内容，让他们了解歌词中寄托的美好情感，

加深他们对歌曲的理解，让他们全身心投入歌曲鉴赏和演唱中，

提高他们的审美体验。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古诗词改编而来，体现

了古诗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有利于端正学生对流行音

乐的态度，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音乐素养。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搜集其他古诗词改编而来的歌曲，丰富他们的音乐知识储备，

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活跃鉴赏课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提升他们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能力，发挥出音乐

学科独特的美育和德育价值。

四、结语

总之，小学音乐教师要立足新课标，完善鉴赏课教学方案，

搜集优秀课外音乐作品，带领学生鉴赏传统戏曲、民族乐器和流

行歌曲，兼顾不同学生审美需求，进一步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

利用抖音开展鉴赏教学，导入学生喜爱的网络热门歌曲，丰富他

们审美体验，全面提升鉴赏课教学质量。同时，教师还要组织合唱、

器乐演奏教学，引导学生通过不同方式鉴赏音乐，让他们在音乐

表演中感悟音乐之美，鼓励他们创编歌曲、串烧歌曲，提升他们

审美体验，全面提高小学音乐鉴赏课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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