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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艺术院校音乐教学的不断深入，国家要求教育教学更具

创新性。而在音乐教学中创作教学模式是最能激发学生创造能力

的方式之一。对此，教师应当注重该教学模式的探讨，从传统

音乐教学当中进行相应的创新，引导学生产生对音乐的兴趣，

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促进学生提高创造能力。

1　带有律动和表演的作曲教学

律动和表演性的音乐创作教学能够让学生更加形象，更加具

体的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进行单声部节奏练习的时候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利用好拍击、念读、跺脚等方式，引导学生感受音乐

中的律动性，利用好自身的身体感受能力曲感受音乐的节奏感。

然后在进行音高表演，用不同的音高来进行名唱练习、衬字

唱。通过学生表演性的练习感受来理解音乐知识技能。通过不

断的表演式练习来提升学生自身的乐感，然后教师可以设立好自

由练习时间，让学生用节奏器、音条乐器以及一些学生自己制

作的乐器进行演奏，留给学生充足的自由发挥空间，让学生能

够调动好自身的音乐技能和身边事物进行想象，进行创新。此

外，还可以引导学生给单声部旋律加固定音型的伴奏，从简单的

击拍上进行简单的改变，增加一些附点、休止符、切分，让新加

入的声部能够拥有独立性。通过简单的转变让伴奏变得独特更具

表现性。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在伴奏上加音高和一些简易的节

奏乐器，让整个节奏出现一定的变化。通过一些简单的调整可以

实现音乐的创新。在前期创作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是以模仿教学为

主，丰富学生音乐知识技能之后再让学生在原有的乐曲上进行相

应的节奏、伴奏创新，让学生从简单的模仿替换中感受到创作的

魅力，进而激发学生创作的欲望，在今后的学习当中都能够融入

自身的情感，勇于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持续的创造出新的音乐

作品。

2　多方式的音乐即兴演奏引导

即兴演奏是指学生采用各种乐器并用自身的感受进行音乐表

达。其实，从音乐的发展来看，在古代音乐多以即兴表演为主，主

要演奏的是音乐人的所见所闻所想，用主观的感受结合乐器进行

情感的表达。对此，在音乐创作教学当中教师可以运用即兴演奏

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一般来说教师可以采用以下三种

方式来让学生初步感受即兴演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帮助学生掌

握音乐中的句式和发展手法，培养学生良好的结构感、音乐感、节

奏感以及终止感。（1）问答方式。问答相信是学生都比较熟悉的

方式，在日常生活的谈话交流当中都经常用到该种方式。对此，教

师可以在音乐课堂上播放一些比较经典的音乐剧对话片段让学生

进行观察、感受、学习。然后让学生进行相应的模仿，掌握好问

答式当中的节奏感，音乐的整体、连贯性。最后，教师让学生选

择自己喜欢的对话片段进行创作。刚开始可以教师带领学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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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然后让班级学生进行分组练习。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分组后

自由发挥，用自己的理解进行节奏创作。通过由短到长、由易到

难的练习来初步奠定学生的节奏问答创作能力，让学生能够自由

的发挥自身想象力；（2）节奏回旋方式。基于问答创作教学的方

式上，教师可以提出一个创作性问句让全班学生参与到回答当中，

让一问一答进行循环、回旋，让学生在课堂创作教学当中感受到

回旋曲结构的特点，引导学生在进行即兴演奏的时候能够体会好

呈现、对比、再现的关系，并从中融入自身对音乐的理解，用自

己的方式、自己的节奏进行回旋式结构音乐进行创作；（3）曲调

问答方式。在音乐当中曲调变化能够让整个音乐作品呈现出不一

样的风格，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一般来说可以是进行音高变

化、人与乐器的变换演奏，节奏点的休止、停顿变化来进行创新

创作，让音乐作品呈现出一个新的形式、新的风格，进而实现音

乐创作效果。

3　鼓励从模仿中创造特色音乐

模仿是创作教学的第一步，只有学生切实的掌握了音乐知识

技能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创造。对此，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在音乐学

习的前期做好音乐作品的模仿，在演唱、演奏过程中感受作者作

品的情感，以及体会自身在演唱演奏过程中自己的感悟。然后，将

自身的感悟记录下来，形成一定的曲调，根据相应的曲调来进行

作词作曲，并采用自己喜欢的乐器进行重新的谱曲，让作品呈现

出独特的风格。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采用替代的方式来培养

自身创造能力，实现良好的创作教学效果。例如：在学习一个音

乐作品的时候，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发生的物品进行原作品的乐

器替代。然后在进行音乐节奏的相互打乱，重新谱写乐曲，并在

课堂中通过演奏的方式展现出来，分享创作的乐趣，让更多的学

生感受到创作的魅力。

4　结束语

总之，为了提升艺术生对于音乐的创造能力，教师应当采

用创作教学模式，从传统的音乐知识技能教学进行相应的演变，

让学生摆脱传统的模仿学习，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喜爱。同时，引

导学生结合自身的想象能力、生活经验、音乐知识底蕴来进行相

应的音乐创作，从曲、词、调上进行创新，进而培养学生音乐上

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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