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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转课堂是课前学生在家观看教师录制的教学视频自主完成学习。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课堂上主要

把注意力发挥到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相关知识，继而完成作业的一种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课上

讲知识，课下写作业”的教学。现如今翻转课堂已经注重实践和多元化发展，信息化翻转课堂教学就是将

信息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国外，翻转课堂已经进入大量推广和深层次研究阶段，并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学校也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适用模式。在国内，翻转课堂的研究不仅仅是表面的

理论研究，而是更深层次，并且涉及多个教学领域。随着信息化发展，在“音乐欣赏”教学时，如何运用

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成为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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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欣赏”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常因为传统音乐

教学模式的死板而导致没有学习兴趣，没有积极学习的想

法。因此，上课时应选用更加适用于学生的教学模式，让

学生主动学习音乐。信息化翻转教学模式能增加课堂上的

交流互动，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活跃学生的知识思维。

将信息化翻转教学模式发展到音乐的教学实践中，理论性

高度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从而丰富音乐教学的模式，

有利于对音乐教学模式的摸索，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不同

于传统言传身授的教学模式，课堂主体变成学生，教师成

为答疑解惑的导师，加强了学生学习音乐的主动性，通过

小组式的交流、讨论、汇报等，也激发了学生对主动学习

的热情和积极性。 

1  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有学习“音乐欣赏”

的兴趣，就不会认为学习音乐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幸福、

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而主动地投入到学习这个事物中，

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积极地探索深层知识。 
1.1  运用信息技术创设音乐情景 
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音

乐的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学习音乐。长期以来，传统的“音

乐欣赏”教学模式就是老师演奏或者欣赏录音机播放的音

乐，课堂上学生感觉枯燥乏味，经常被动学习音乐，导致

教学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信息化翻转教学模式运用信

息技术添加充满美感的动画、视频等，将学生带入情景，

身临其境般，能轻松地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欣赏音乐，引

领学生摸索音乐的节奏和感受意境。 
例如，讲解歌曲《黄河大合唱》时，先介绍创作音乐

的背景，然后运用信息技术呈现关于在黄河边上发生过的

故事，观看红色经典影视剧情，将学生们带入情境之中，

让学生感受到反抗外侵，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国的意境，就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苦难，

感受到敢于斗争的意志，以及民族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

力量，将学生引入情景之中。通过带入情景能引起学生学

习歌曲的兴趣，并且学生很快地掌握歌曲情绪，从而更好

地演唱歌曲，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

积极举手发言，并和其他学生进行分享，发表自己的想法，

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信息化教学非常地丰富

多彩，优美动听的音乐，大量的视频图片等都能吸引学生

去听音乐，感受音乐，激励学生积极学习和欣赏音乐，加

强学生对信息化教学的认同，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中发现并

确认自己的学习方向，提升课上教学效果和质量。在使用

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音乐欣赏时，最先要认识到使

用信息技术仅仅是在使用一种教学工具，为的是要让它更

好地效劳于音乐的欣赏和教学，而不是让音乐的欣赏和教

学顺从于教学工具。 
1.2  采用网络搜索充实音乐内容 
信息技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基于互联网和搜索引擎

技术的创造性发明，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单字的输入，通过

手机或者鼠标点击，想要查询的信息资源便已经能够在几

秒之间被呈现出来。在教材中的基础知识有限，不一定能

够充分地满足学生实际需要时，信息技术的使用无疑对教

育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老师安排一个好的乐曲来指引进

行鉴别与欣赏，根据每一个作品的主题和内容特点来选择

一个直接与学生的听觉直接相关的具有视觉意义的画面，

这个情景画面既有很大的可能就是间接对于主题思维进行

联想的情景画面。比如，讲到经典民歌《小河淌水》，就可

以通过网络搜索找到该歌曲，运用网络搜索在歌曲背景的

故事上轻松便捷地找出想要的知识。通过网络上各种文字

表达，深入了解处于那个时代的生活作息，加上图像的展

现，将民族风情的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呈现给学生。有些时

候还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学校演奏的这首歌曲或乐器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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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甚至还有课堂上的教学视频和歌曲的其他风格和乐

器的演奏版本，例如，尹宜公、黄虹、宋祖英不同音域的

唱法，观察曲调，不仅包括了圆号、长笛，还有各种大型

的交响乐。聆听不同的乐器和演奏的版本，进行对比，查

找细微的区别，通过《小河淌水》深刻体会到抒发的主题

思想，感受歌曲轻快婉转，美好动听的旋律。这对学生提

供了一个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准确分析和辨别歌曲的音调

是怎样演奏的，如何准确的演奏出合适的声调和音符等。

对于学生拓宽和扩展眼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学生的

音乐思维不再仅仅限制在课堂上的课本和单一乐器中，而

是可以达到一种“起于音乐，而不止于音乐”的境界。 

2  潜移默化渗透信息化教学 

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一步一步发展并加深信息化

教育，在课堂上潜移默化影响学生，让学生在学习音乐欣

赏的过程中，慢慢感觉信息化技术对自身的帮助，以此来

提高学生在音乐欣赏中的主动性，减轻抵触情绪，提高音

乐欣赏学习的效果和质量。 
2.1  运用多媒体技术 
因为社会在不断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在快速地发展，

所以每个音乐班都可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前的声乐课

都只能是说以唱歌等基础性的课程为主，一台好的声乐电

子琴就能成为一节课的基础和教具，课上起来很简单。现

在多媒体视频课件的教学已经逐渐走进大学生的视频和

音乐课堂，成为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通过利用互联网和

多媒体对于学生实施了对于音乐信息化的教育，很大程度

上刺激学生对音乐的热情，大大地提升了信息化的实施和

学习质量，老师们也可以将自己的音乐视频一步步地融入

教学过程并且加深对于信息化的教育。 
例如，在讲解电视剧《重整河山待后生》时，老师可

以先选取《四世同堂》的精彩片段，一边带领学生们观看，

一边给学生讲述剧中的主要故事和剧情，使全体学生都知

道这首戏曲是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地区为故事发展

背景，描写了抗战时期广大中国人民的血与泪相互交织的

生命和社会经历、人民群众逐渐感到自我觉醒的历史过程

以及他们顽强不屈、奋起反抗的精神。学生在开始欣赏之

前，就已经能够很好的认识和了解这首歌曲的音乐背景和

影响因素。然后在学生看完视频后，对学生进行提问，例

如，听见什么内容？学习到什么？观看完视频后？有什么

感受？让学生们对自己听到的内容进行思考并归纳。这样

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能更清晰地

知道自己在信息化学习中得到的知识。 
2.2  善于运用信息化翻转课堂特点 
翻转课堂贯穿了当今时代的国际化、信息化和个性化

发展的特点，悄然地改革着课堂教学结构。当今的普通音

乐教育正面临信息时代带来的冲击，微博、微信、“翻转

课堂”颠覆性的新时代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俱进的实验教学

改革成了音乐教学的发展方向。在音乐欣赏课程中运用信

息化手段，突出翻转课堂的特点，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接受

信息化教育。 
例如，可以运用“钉钉”“微师”“云课堂智慧职教”

等网上学习 App，在课前上传音乐视频，通知学生观看学
习视频内容，并要求运用音乐软件自主练习，录下完成任

务的视频，上传到学习任务中，运用信息技术做好课前预

习新课的准备。信息化翻转课堂的最突出的优点便是加强

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优化了课堂氛围，缓解了

师生之间的感情，使得学生更加喜欢、热爱课堂学习。在

课堂上可以运用软件设置签到环节，分享课前学生们完成

的作业等方式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和兴趣，并运用多媒

体等科技让学生现场进行演唱学习等，加强师生之间的互

动环节，老师引领学生主动学习。课后在学习软件下达课

后学习任务，完成课后练习，并要求学生再一次录制视频，

要求使用专业软件来评估自己的发声是否进步，在与课前

的视频进行对比，察觉课前课后所练习的不同；也可在诸

多音乐视频软件、网址进行学习，如全民音乐、喜马拉雅、

网易云音乐等，拓展课堂之外的知识与能力，并利用学习

平台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鼓励学生上传自己利用音

乐软件录制的音乐视频与同学们分享，在学习平台上相互

评议和交流，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生学习音乐欣赏能力和

沟通能力。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对信息化翻转课堂教

学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在网络时代下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提

高教学质量，采用信息化教学模式解决教师在实际课堂中

遇到的问题，不仅要提升老师的教学效率，也要提升学生

的学习质量。 

3  结语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的特点，把信息技术和音乐欣

赏教学相结合，将信息化翻转教学方法带入“音乐欣赏”

课程上，并不断进行探索钻研和进行实践课堂，符合当代

信息化教学的发展模式。在学习“音乐欣赏”课程时，良

好的学习氛围，将美妙的音乐带入脑海形成优美场景等，

都有利于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音乐审美能力。运用信息

技术为学生在心灵与音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两者之

间的共鸣，同时也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利用信息

化翻转课堂进行“音乐欣赏”教学，不仅仅是强化了教学

及学习质量，还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质甚至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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