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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学习共同体”的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实践研究
田　甜

（贵州省六盘水市民族中学，贵州 六盘水 553001）

摘要：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实践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学习共

同体理念的加入，目的是在于让学生懂得学习的重要性，自主配

合进行探究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思考

力，提高自身的音乐鉴赏能力。基于学习共同体的音乐鉴赏教学

活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分析学习共同体下高中音乐

鉴赏教学活动的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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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鉴赏课程开设目的是让学生可以对音乐有全新的理解，

在音乐中提高自身的素养，在乐曲中陶冶内心的情操，这对学生

的生活与学习都有积极的意义。音乐教学实践活动要改变传统的

方式，用时下全新的方式去对学生进行教学。音乐鉴赏与其他课

程内容不同，音乐鉴赏能力是要用心感受乐曲作品中，创作者的

感情、动机等，从而培养自身的审美鉴赏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学生对音乐的全新启蒙，拓展音乐对自己的影响。

一、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的作用分析

学习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师生之间通过良好的交流，让学生

得以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从而在学习中获得成长。学习共同体

应用到教学实践活动中，突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动合作与交流，

共享交流，彼此学习。

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教学过程是学生领悟到学习真谛的过程，

这种模式主要是避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死记硬背，也不需要单独

闭关学习，学习应该是开放式的状态，这样才会有良好的学习氛围，

学习成效也才会得到提高。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只能根据固定的

学习目标，跟从老师的思维进行学习，但这个过程中自主性较差，

因此这样的教学方式在新课改后也越来越少出现，现在教师是学

生的引导者，彼此是平等的地位。

二、学习共同体运用的原则分析

新课程改革讲究的是素质教育，高中音乐教学应用学习共

同体的理念，也是基于新课改的要求，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把主

动权和自主性还给学生，对学生更多鼓励而不是批评和训导，

根据音乐教学的要求，学习共同体运用在教学中主要遵从几个

原则性问题。

（一）自主性原则

音乐是一个主观的艺术，因此，学习共同体形式的教学需要

把学生的主观思想引导出来，教师可以让学生选择不同的音乐作

品进行自主鉴赏，教师进行引导，学生根据自己意愿选择的作品，

在鉴赏的过程中会有更好的表现，赏析创作者的情感与背后的观

念，这样有利于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审美，并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

（二）包容性原则

与小学的音乐课程有所不同，高中音乐鉴赏课程中不再是浅

显的内容，而且在内容上有极强的包容性，包罗万象，国内国外

的著名音乐作品都会被选进教材中，这种包容性就是现今多元化

环境中的体现，学生学习不再是本土的民族音乐，也不再是流行

音乐作品，很多风格流派的内容都包含其中，要让学生明白“音

乐无国界”的道理，才能拥有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的内心。

（三）实践性原则

音乐鉴赏课程的实践功能要发挥出来，学习共同体的模式就

是师生之间通过实践找到学习内涵的过程，学习期间学生需要综

合音乐的理论，在创新性的学习中理解音乐的内涵，过程中可以

通过各种方式对音乐进行表达，提高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与交流能

力，实践性原则最大的优势就是把音乐融入生活，这是对学生的

考验，同时也是二次创造与体验的过程。

三、学习共同体在音乐鉴赏教学中的策略

（一）制定教学计划，针对性教学

音乐鉴赏的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计划的完善需要根据规则进行，

通常音乐鉴赏课程教材的制定都是以时期、国家和艺术风格来分

开不同的单元，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并非一定要根据教材的固定

顺序进行，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教师少说教，学生自主多学

学习共同体的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教师要让学生

做课堂的主人，目的是让学生能够自主应对课堂上的难题，集中

注意力在课堂上。在课堂中，教师可以多应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课前利用时间进行资料的搜集和课堂活动的策划，课堂上教师少

说教，让学生多参与其中，把时间多留给学生，共同学习和进步。

（三）多思考，多交流，善发问

学习共同体的模式中，学生需要多交流共享，课堂的效率是

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发问换来的结果，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要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主形成知识系统网络，让每一位学

生都能在课堂中收获到知识，掌握课堂的内容，同时有独自自主

思考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养成需要学生主动进行知识的探究，并

且勇敢地表达、交流和展示，长期以往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对音乐

鉴赏的水平与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习共同体的音乐鉴赏过程是学生作为课堂主体，

对音乐包容和接纳的过程，传统的音乐鉴赏课程往往都缺乏灵活

性和包容性，偏向于本民族的音乐作品，这对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的养成是不利的，因此，要在学习共同体的模式中改善课程的形

式与内容，长久以往才能对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有提高。

参考文献：

[1] 何健 .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探究 [D]. 扬州

大学，2018.

[2] 丁琴 . 高中音乐鉴赏教学中对话式教学的应用探究 [J]. 课

程教育研究，2018（34）：207.

[3] 钟丽萍 .关于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若干思考 [J]. 华夏教师，

2019（28）：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