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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

萨克斯作曲家通常会将自己对生活的那种热爱之情通过萨克斯音

乐表达出来。所以，萨克斯音乐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追求美好
生活，开拓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但是，既然

萨克斯音乐是一种以生活为基础的高雅艺术，就必然要求学生具

有一定的音乐想象力，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重视对学生音乐想象力的培养，通过萨克斯音乐教学，提高学

生的音乐综合素养。

1　萨克斯音乐教学相关阐述
首先，萨克斯音乐具有优美的音律、广阔的音色、沉浸且

温柔的旋律，能够给听者一种舒适感。而萨克斯音乐之所以具

有这般独特的特点，是因为作曲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其中，
通过音乐来传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其次，萨克斯音乐教

学是一件听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的事情，听者主要是通

过欣赏音乐来理解作曲家想要传达的内容。
2　在萨克斯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想象力的必要性

2.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

由于音乐这门课程本身就高于生活，又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
缺乏较强的实践性，想要理解音乐所传达的内涵并不容易。所

以，在接受萨克斯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想要学生主动、真正地

去接触音乐、走进音乐并感受音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基
于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音乐想象力，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在

音乐中与作曲家进行“对话”，在接受音乐知识时也能够更加主

动。其次，音乐教学不同于普通的学科教学，它不注重音乐教师
的过分引导，而更多地是要凭借学生自己去感受和理解。实践证

明，想象力更强的学生能够在欣赏和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更

多的情感，学到更多的内容。
2.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

培养学生的音乐想象力，有利于学生在欣赏萨克斯音乐时能

够更快地、不加引导地理解音乐背后的内涵。同时，除了挺着外，
萨克斯作曲家同样需要想象力。他们的想象力越丰富，灵感来源

的路径就越宽阔。由此可见，音乐知识的传授并不是萨克斯音乐

教学的唯一目标，在培养学生想象力的基础上提高他们学生的创
编能力也是重要目的。

3　培养学生音乐想象力的策略

3.1通过情景创设来带动学生主动融入
音乐教学对情景和氛围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只有教学情境逼

真，教学氛围浓厚时，学生才能真正地进入状态，主动进行想象。

所以说，教学情境对学生音乐想象力的培养非常关键。而萨克斯
音乐教师如果想要为学生创造一个适合学习的音乐氛围，可以将

作曲家的画像、创作理念、创作背景等因素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让

学生对音乐曲目更感兴趣。其次，注意用音乐情景来调动学生不
同的感官，增强学生的感官体验。在鉴赏音乐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根据萨克斯音乐的特点为学生们创造一定的情景，然后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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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自己在这个情景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

3.2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迁移应用能力

每一个学生都不是一块“白板”，他们有着独特的经历和体
验，而这些经历和体验会影响到他们对萨克斯音乐的感受与理解。

想要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教师就要重视学生这些以往的经历，

多和学生沟通交流，倾听不同学生的想法。不管是在教学中还是
在平时的作业指导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让他们在鉴赏萨克斯音乐时具有一定的思辨精神。其次，教师也

要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迁移应用，大胆进行创造，不被固有的音
乐模式和内容所禁锢。也就是说，在创造时学生要大胆进行想象，

敢于将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融入到音乐中去。这样的萨克斯音乐教

学才是成功的，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3.3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音乐作品

虽然学生们由于个人经历不同而对音乐曲目产生不同的认知，

但教师也要注重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学生们的这些真实感受。因为
一个人内心的、真实的音乐感受与他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有着密

切的关联。当然，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自己察觉发现自己的真实

感受，有的学生天生就对音乐不够敏感，或者想象力不够丰富。所
以，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去主动地接触萨克斯音乐，去感受不同

音乐背后的情感，并且尝试着去评价一首曲子，不要让他们产生

畏惧心理，不要怕说错，即使他们的感受不那么正确，教师也要
注意进行鼓励和引导。接触音乐的机会越多，学生们对于音乐的

这种理解能力就越强，相应地想象力也就越丰富，因为想象力也

是学习音乐的一种内在能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想象力对于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影响是非常大

的。从鉴赏的方面说，它对学生的音乐感知和理解能力有着独特
的作用；从创作的方面说，它有利于解放学生的思想，让敢于大

胆进行音乐创作，让创作的音乐更有生命力。基于此，音乐教师

要积极改变萨克斯音乐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自己走进音乐，感
受音乐，并与作曲家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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