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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体验式教学在中职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许海棠

（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等文件的出台，艺术素养逐渐成为中职音乐教师教学工

作开展的重点。体验式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不仅能够

促进学生深化理解音乐知识，而且其相对灵活的教学形式能够辅

助教师顺利完成知识与技能教学。对此，中职音乐教师在开展教

学工作时要把握体验式教学的核心内涵，从内容、形式两方面入手，

改善原本“知识主导”教学模式的同时，最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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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其形式多样、情感丰富，对学生情

感认知、德育品行的培育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音乐

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受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部分教师

过于注重乐理知识的传授，对学生审美意识、音乐鉴赏等能力并

未过多涉及。

枯燥乏味的教学氛围不仅阻碍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建立，而且

长时间处于被动学习地位的他们，对音乐文化的认知流于表面。

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职音乐教师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作为音乐教学工作的重心，

把握体验式教学的核心内涵，转变传统教学架构，点燃学生学习

兴趣的同时，以此提升音乐课堂教学质量。

一、音乐教学的基本功能

（一）美育功能

美育教育又被叫做美感教育，其以艺术为载体，通过多种形

式的艺术传播方式，唤醒学生内心真善美的同时，培养其认识美、

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并在日后学习、生活、工作中

体现出美的优秀品质、艺术素养等。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中国古代美学教育中“六艺”，还是

外国古代的“七艺”，均以音乐为重要传播载体，将旋律作为情

感寄托，引导学生静静聆听，品味其背后蕴含的情感。

从音乐教育本质来看，更像是价值教育与情感教育的融合体，

相比于美术、舞蹈艺术形式，音乐蕴含的情感更为丰富，也有着

更为强烈的表现力、感染力，更能唤醒人们内心情感，但因为人

们主观意识存在差异，使得在对某一段旋律进行赏析时往往会被

解读出多种情感，而这也是音乐教育的最为特殊的一点。

（二）创造功能

作为一门抽象艺术，音乐的形式、种类、情感、内涵受人主

观意识的影响，而当今多元化的音乐形式也促进了人们形象思维

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导向作用。

例如，教师在弹奏某一音乐旋律时，往往会以自身情感为基调，

并有意识思考如何准确把握音乐作品蕴含的情感、如何带给学生

更好的听觉享受。

在对音乐作品表现手法、音乐风格、艺术、情感等因素进行

分析时，教师的思绪、主观意识也会融入于曲中，教学目标也从

原本的“理性探究”向“情感引导”转型，而理性思维与情感思

维的高度统一也成为教师日后工作的“催化剂”。

对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音乐实践、音乐鉴

赏等活动，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其感受音符、节奏、旋律

跳动时，“激活”自身表现欲望和创造意识，从而促进自身艺术

素养的培育。

二、体验式教学对学生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学生音乐感知力

音乐感知力是指学生在视听、演唱等学习过程中，对曲目音符、

旋律产生一种直接 / 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够驱使其对歌曲背

后蕴含的情感进行解读，从而达到“听其曲、品其意”的境界。

受年龄、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中职学生情感、认知正处

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音乐教学中开展体验式教学不仅能帮助学

生理解抽象的乐理知识，而且在多种的引导下，能够帮助其梳理

歌曲背后蕴含的情感，从而提高自身音乐素养。

例如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时，先讲解该曲的时代背景和

作者的生平事迹 / 遭遇，让学生想象出一个旧社会大雪纷飞的街

头有个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卖艺画面，融合音乐情绪的表现来欣赏

音乐，也许效果更佳。

（二）加深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

文化情感作为音乐的灵魂，更是学生理解、把握作品情感的

关键。

从宏观层面来看，音乐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社

会背景与人文思想，更是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考证。

从个体层面来看，文化形式的不同既体现了音乐艺术的多元

化，又反映出了不同艺术风格独特的魅力。

体验式教学的出现，能够帮助学生立足作品本质，以不同视

角为切入点，引导其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度解读，揣摩作者情感的

同时，了解社会背景、时代特征及音乐发展历程，加深对音乐作

品内涵的理解，为日后艺术素养的培育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培养学生高尚品德

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音乐是培养优秀人民、

优秀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其通过简单的旋律引起人们共鸣，并

通过诗词、情感的引导，提高人们幸福感，使其在日后生活、工

作仍然能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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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教学中引入体验式教学，不仅能帮助学生个体熏陶心

灵，净化其情感认知，而且多种艺术形式的引导下，能够促进自

身艺术感知力的提升，从而逐渐形成高尚的品德情操。

三、体验式教学在中职音乐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一）依托名曲导入，点燃学生学习热情

“兴，使人行其方之剂也，何以育兴？亦一门之学也。”学

习兴趣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活力，亦是中职音乐教师教学工作的

重点。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音乐教师要以尊重学生课堂主

体为前提，立足现阶段学生情感认知，依托体验式教学之优势，

创设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点燃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使其从“被

动接收”向“主动探究”转型，进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以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为例，开展教学之前，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黄河奔流不息啊”的景象，

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请对“摇篮”

这一名词下一个定义。

学生思考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相关影

视作品，让学生切身感受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境，

引发内心共鸣。

其次，在对乐曲旋律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船夫与风浪“缠斗”；船夫穿过急流的内心变化；最后“回

归”蕴含的深意，并设置相应的导学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解读、思考：

1. 教师可以让学生简单形容一下旋律是如何变化的？

2. 请结合当时社会背景，谈谈每个部分蕴含的情感。

学生思考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旋律、节奏、力度变化标注在

谱中，引导学生探寻乐曲背后蕴含的情感及船夫身上的品质，也

可以开展情景剧、合唱等方式，让学生进一步感受中华民族坚强

不息、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增强其情感认知的同时，提高其学

习兴趣，从而为后续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二）开展音乐活动，提高学生音乐感知力

音乐感知能力音乐学科素养中的重点要素，教师在开展教学

工作时要注重学生实际需求，通过对教学内容、课程标准的深度

剖析，开展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引导学生利用音乐表达自身情感，

获得相应的情感满足的同时，加深对音乐作品艺术表现及文化内

涵的理解，从而拉近学生与艺术之间的距离。

例如，教师可以挖掘生活中的音乐艺术，以“生活之声”为

主题开展音乐活动，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相关音乐作品，如《破

铜烂铁敲起来》《盖邮戳的音乐》《打字机》等，并让学生分析

这些锅碗瓢盆在旋律打击中的作用以及演奏方式，调动其探究意

识的同时，使学生感受生活中音乐艺术。

其次，教师还可以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奏响生活乐章”

为主题，让学生收集日常生活中能够发出响动的“生活乐器”，

在教师、任务等方面的引导下，将各种杂音转变为有节奏与韵律

的打击节奏，从而完成演奏。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每个小组上台进行表演，并对小

组乐器新颖度、旋律配合、节奏统一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根据旋

律难度换算成最终分数，对分数最高的一组给予奖励。

除此之外，在原有师评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增加自评、组

评等环节，帮助学生进一步获得艺术表现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艺

术素养的培育。

（三）把握音乐剧之内涵，培养学生音乐素养

音乐剧作为一种“接地气”的艺术形式，无论是题材选择还

是音乐风格、结构、表现形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而这在一定程

度上为教师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定优势，不仅改变了原

本枯燥乏味的课堂氛围，而且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也为学生学

习提供了更多选择。对此，教师在开展体验式教学时要立足其内涵，

加强情感、文化渗透力度，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培育。

以音乐剧《在远方》为例。该剧主要讲述了在都市打拼的青

年心怀理想，但随着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迷茫，最后在

周边人鼓舞下逐渐恢复信心，深刻诠释了“远方不是脚到达的地方，

而是心超越的地方。”

为了帮助学生感受该剧的魅力所在，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

术，从人物性格、舞蹈、演唱形式等方面入手，带领学生走进为

梦想奋斗的人们心中，感受那份激情与自信。在当主人公“姚远”

的身世被揭开时，教师可以播放《叔是过来人》的片段，进一步

升华情感，引发学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使其感受当今社会背景下

青年肩负的责任与内心的情怀。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学生专业进行联动，引入“工匠精神、

职业道德”等优秀内涵，结合《在远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

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联系类似风格形式的音乐剧

如：《你好·青春》《追梦·青春》，增强学生情感认知的同时，

使其肩负起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唤醒内心的真善美。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出现，弥补了传统教学存在的

短板，其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情感认知、艺术素养的培育。

对此，作为学生前行路上的“风向标”，教师要立足学生发展实际，

把握体验式教学的核心内涵，依托名曲导入，点燃学生学习热情；

开展多元音乐活动，增强学生音乐感知力；发挥音乐剧之内涵，

丰富课程结构，培养学生音乐赏析能力。不仅如此，在日后教学

过程中，教师还要注重教学评价的渗透，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优势，

以课前、课上、课下为节点，科学分层、合理引导，保证学生课

堂参与度的同时，促进其音乐素养多元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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