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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音乐教育内涵

音乐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基本的审美情趣、音乐兴趣、创新

精神、合作意识以及音乐文化修养等。中学生对音乐已经有了

初步的认识，特别是在学习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下，音乐可以

很大程度上缓解疲劳，帮助学生更好的休息和学习。除此之

外，音乐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记忆力，因为一

首优美的音乐不但是体现在乐曲上，包括它的旋律、歌词、意

境等都是被人们所认可的，对中学生而言，一些精炼的歌词可

以从侧面激发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中学生学习任务

枯燥并且繁重，通过欣赏音乐，特别是有机会参加一些活动的

时候，用音乐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大家的认可，或

者是赞美，或者是奖赏，这样就可以在枯燥的学习中掺入动感

的因素，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激励着学生在其他科目中的

学习动力。其次，音乐教育也有助于音乐文化的传承，现在，

国家一直倡导非专业素质教育，努力地把德智体美劳融入到学生

日常的学习中去，中学生作为我国教育阶段的主力军，接触音

乐、演唱音乐，有助于推动音乐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对音乐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培养学生的

归属感，进而让学生爱国情感得以加强。

2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音乐教育策略

2.1结合音乐特征开展教学

音乐教育有多种教育形式，包括音乐欣赏活动、音乐游戏活

动、舞蹈、打击乐、唱歌教学等，由于音乐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就

决定了教师在课后备课过程中的难度，教师需要用多种音乐作品

形式来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比如：音乐《黄河大合唱》，教

师可以通过强劲有力的影视动作来展现音乐作品气势雄伟的感觉，

让学生在视频中体验该曲目气势磅礴的意境。把该曲目的特征淋

漓尽致地展现给学生，让学生畅游在音乐的意境中，这样不但能

大大提高教学效果，使音乐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能从侧

面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喜爱程度，从而着重培养了学生的音乐素养，

也能让学生主动学习音乐，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的音乐审美情趣。

2.2合理设置教学目标

由于中学生学习情况的特殊性，在音乐教学中对教学目标的

设立就要合理，既要遵循学生的身心特点，又要照顾到学生的实

际学习情况，比如，中学生学习紧张，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文

化科目始终学习和考试的重点，除非是音乐特长生。在这样的情

况下，音乐、美术等课程就被边缘化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音

乐教师在设置音乐教学目标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一点，音乐教学

目标既要能实现，又要实现得比较尽如人意，还不能过多地占用

学生主课的学习时间，在《中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关于艺

术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感受与欣赏”以及“表达与创造”两个

维度，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学生主体、教师

主导”的理念，给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空间，教师可以给学生设

置和创造音乐教学的环境，让学生在音乐的环境中感受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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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因为学生个体不同，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也不尽相同，千

人有千面，对音乐的体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要能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创造力，从而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即可。因

此，教学目标设置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核

心素养的提高。

2.3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基于核心素养的音乐教育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此

提升音乐教育的有效性，有助于学生音乐兴趣的培养。比如，情

景教学法，在一场完整的音乐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场景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根据音乐的进程和起伏，感受音乐授课中的魅力和

兴趣。再比如，任务教学法，现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千家万户，中

学生对互联网更是不再陌生，教师可以根据实际的教学目标安排

一些课前的教学任务，让学生根据任务去互联网上找寻跟学习任

务有关的音乐资源，然后，上课时候可以让学生当老师，老师当

学生，实现课堂的翻转，老师作为课堂的主导，学生作为课堂的

主体，让学生在“讲课”中感受其中的魅力，这样不仅大大增加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提高了课堂的活跃度和授课效率，使原本

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味。

2.4引进丰富的教学资源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数据和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社会，大部分的

学习资源都可以通过网络搜寻并下载，所以，音乐教学也要顺乎

时代的发展，要把原来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变成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要实现这个目标，丰富的教学资源就成了老师上课的最基本

的保障，乐谱、视频、动画等都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不但老师

可以搜寻到，学生也可以搜寻到。老师需要做的就是把众多的音

乐资源做一下重新的归类和布置，按照预定的教学目标，在最短

的时间内教授最合适的音乐知识，从而达到音乐核心素养的教育。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中学生音乐教育内涵出发，提出了基于

音乐核心素养的教育策略，在实际音乐教学中，老师要从音乐作

品的特征，教学目标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取，教学资源的优化

和选择等多个方面开展教学。利用资源充足的音乐课堂，可以培

养学生音乐核心素养，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形成音乐兴趣，建立

音乐审美情趣，提高人文修养，推动学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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