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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学习不仅仅需要教师的言传身教，还需要学生通过

自身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来理解和认识音乐，进而能够通过

自己的理解，将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借助音乐表达出来。所以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应用体验式教学尤为必要，是当今培养高素质

音乐人才的必要之举。

1　当前高校音乐教学的现状分析

音乐教学极其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体验，良好的学

习体验能够帮助学生对所学习的音乐知识进行较好的体验，进而

获得主观上的认知和对知识的深刻体会。但是当前的高校音乐课

堂教学环节存在较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音乐教学的有效

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随着新课改的推行以及现代

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教师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教学理念的影响，导致他

们在教学环节过度追求学生的音乐学习成绩，在实际教学活动中

将教学重心设为与高校音乐考试有关的知识音乐技能的教学，采

取“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进行课堂知识的传授，在进行相关练

习时则是采取单调重复练习进行训练，借助机械化的重复训练来

强化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的记忆以及相关技能技巧的应用。但是这

种不利于学生音乐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音乐学习过程中难以

跳出固化的学习模式，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其二是

学生在高校音乐学习课堂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在传统的高

效音乐课堂中，这要是教授单方面的进行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的

讲授，而学生则是在下面被动的接受教授所讲解的知识内容，即

使在课堂的沟通交流环节也是以教授为主导，所交流的内容和方

向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教授，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内容和方向完

全掌握在教授的手上，学生缺乏表达内心所感所想的机会，更别

说与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了。同时，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

内容以及设计教学目标时，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大都是根

据考试大纲以及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来进行设置的，采取“灌输

式”和“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这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

有效的尊重。最后，在传统的高校音乐课堂中，学生音乐学习的

积极性不高。

2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开展体验式教学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应用体验式教学能够营造良好的课

堂学习氛围，进而激发学生的音乐创新能力。与传统的高校音乐

课堂相比，应用体验式教学模式的高校音乐课堂氛围更加轻松自

主，学生能够通过自己在课堂学习中的自主体验进行探讨性学习，

在这样的开放式学习过程中更容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

生的创新能力；其次，体验式教学还能够提高高效音乐课堂的教

学效率。由于音乐这门学科较多的知识内容都较为抽象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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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音乐课堂中仅仅通过教师口头讲述以及其他的一些辅助

教学无法让学生清楚地了解并掌握这些抽象知识，这就导致大部

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知半解，枯燥的音乐课堂更是让他们心生

疲倦，这种种情况的出现也就导致了高校的音乐课堂教学效率低

下，学生学习不积极。而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引进能够有效地激

发学生的感官感受，让他们通过自身的体验来理解教材知识，

并激发音乐学习的兴趣，从而达到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率的目

的。最后，体验式教学还能够促进师生感情发展。因为体验式

教学极其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进

行密切的交流互动，教师需要通过学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对课堂进

行必要的改进，以此来不断提高体验式教学课堂教学效果，而

学生则需要向教师寻求帮助，解决体验式教学中所出现的疑惑。

3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开展体验式教学的有效途径

3.1 教师应当确立明确的教学目标。

在高校音乐教学过程中应用体验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增加音

乐学习的趣味性，更是为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达到更好的培

养高素质音乐人才的目的。所以教师在备课环节应当结合教材的

知识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确立具体的教学目标，把体验

式教学有效地渗透到教学环节当中，再借助多媒体技术、现实音

乐演奏等多途径教学，为学生提供多感官学习体验，围绕课堂的

教学目标来进行体验式教学，增强实际教学的目的性，提高体验

式教学的课堂效率。

3.2教师可根据教学需求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

音乐学习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学习，更是一门艺术鉴赏，所以

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同的鉴赏氛围会给学生不同的学习体

验，因此，教师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可根

据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使学生在创设的教学情境当中

去感受作者想通过音乐所传达的思想感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犹如亲身实地去感受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容，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音乐学习素材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氛围中去感受和鉴

赏音乐，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知识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学生音乐课

堂学习的效率，从而打造高效的体验式音乐教学课堂。同时进行

相关教学情境的创设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使学生在

教师所创设的课堂教学情境来对教学内容的领悟和体验，进而做

到沉浸在课堂音乐学习中，获得精神世界的愉悦，激发高校音乐

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发挥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以此

来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进而提升高校音乐课堂的教学效率。

3.3确立“体验”的教学观念，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作为高校音乐课堂的施行者，他们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所以为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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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体验式”教学模式就应当从教师自身入手，转变他们的

教学思想。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之下，导致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过度追求学生的考试成绩以及相关知识内容的学

习，进而忽略了高校音乐生的音乐综合素养的培养和提升。所

以教师在开展“体验式”教学课堂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

注学生在高校音乐课堂的学习环节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的所感

所想，以此来帮助他们在参与课堂时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进

而达到有效的开展“体验式”教学模式的目的。如教师可通过

谈话、提问题等与学生进行适时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

需求，进而在日后的教学活动中加以改进，帮助学生获得更好

的学习体验，在进行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的确立时，教师可寻

找几个学生代表来发表他们的所感所想，与他们进行探讨，共

同进行教学方案的创设和确立，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与学生

进行积极的互动交流，及时了解他们在参与“体验式”音乐课

堂的感受，解决他们心中的疑惑；在进行课堂练习时，教师可

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分组，创建不同的学习小

组，给予一定的时间给学习小组进行讨论，而教师则是从旁及

时的提供一定的帮助，确保他们小组讨论活动的顺利开展，最

后由一名小组的一名代表成员来发表他们的学习体验。通过这样

的课堂学习来帮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课堂的学习环节中，有效的

落实“体验式”教学观念，关注了学生在学习环节的主观体

验，还达到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的目的。

3.4在实践活动中开展“体验式”教学

音乐学习离不开体验学习，而实践学习作为体验学习的重要

组成，对于高校的音乐生的音乐学习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教师

在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时应当发挥实际学习的重要作用，

以此来提高“体验式”学习的效率。传统的课堂学习体验难以

完全支撑庞大的高校音乐体系，为更好的支撑学生所学习过的理

论知识，教师可适当的引进课堂外的实践学习来丰富学生在学习

环节的体验性。如：教师在讲解山歌的穿透力和所蕴含的源自

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性单凭多媒体所展示的视频以及教师的口头

讲述是难以帮助学生对此进行有效的体会的，这时教师可寻求临

近的山歌文化传承人，在现场为学生表演几首极具代表性的山

歌。以此来帮助学生有效的感受山歌所蕴含的音乐魅力；教师

还可以带学生到附近的艺术馆去感受音乐演出的魅力所在，并结

合适当的现场讲解来增强学生在观看环节的主观体验，进而激发

他们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借助实践活动来发挥“体验式”教

学的巨大作用。

4　结语

总的来说，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应用体验式教学是必要之举，

它能够帮助高校音乐教师更好地实施教学目标，提高课堂的教学

效率，解决在传统音乐课堂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而达到培养具

有综合音乐素养的高素质人才的目的。这就需要教师转变自身的

教学理念，在备课环节确立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帮助学生明

确课堂学习的方向，再结合创设的教学情境，为学生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更加高效地进行分音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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