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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是素质教学的一部分，素质教育倡导的是学生全面

发展，在技校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及音乐兴趣爱

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终身发展能力。音乐教学强调学生是独

立的个体，多元音乐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手段，多元音乐教学

对提高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介于此，文章阐述多元音乐在技校

音乐教学中的渗透，如下文。

1　创新教学理念，提倡互助式教学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技校音乐教学仍将学生当做教学

对象，只注重单方面的进行理论知识传授，这种传统的教学方

式导致学生对音乐知识的兴趣不高，时间一长，会产生厌学心

理。为改变这一现状，创新教育提出开放式教学。将学生放在

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让学生都能主动学习音乐相

关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

总结经验，提高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要为

学生留出实践的空间与时间，当学生掌握了一项技能后，鼓励

他们大胆动手，敢于表现，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了解自身的学

习状况。

2　强调口音并调整培训目标

随着素质教育的广泛推广应用，关于技校教育和培训活动，

在素质教育中更多地关注音乐教育活动，借助音乐教育活动促进

素质教育的发展。结合现阶段技校音乐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明显不

足，作为教育者，要进一步加强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结合音乐教

育活动积极组织音乐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强调音乐教学活动对

技校学校的影响，以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对音乐学习的兴

趣，对于促进音乐教育质量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3　引导学生参与课堂

一节成功的音乐课需要师生的互相配合。学生作为主体，

是提高技校音乐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主动

参与其中呢？在正式上课前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明确规定从

分组开始直至这节课结束，小组成员间需要共同合作，互相帮助。

在分组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融入竞赛机制形成小组之间互相比拼

的模式。竞赛机制有助于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更投入地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去，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而且对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意义重大。

4　合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与普及，其对现代教学产生的影响显而

构建多元化的技校音乐有效教学的几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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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课程理念的出现，音乐教学的课程改革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以音乐的审美为中心，
倡导师生间的互动，强调学生的培养及才能的发挥，注重以组为单位的群体的建立与教学。新课程理念的改革成功与否，最主要的
是教育者对新课程理念与改革是否认同。在时代与社会极速进步与发展的当下，教育者只有紧跟时代的潮流，紧随新课程理念的引
导，才能更好地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进行教学。基于此，文章试着从以下几点展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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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作为技校音乐教师，做到与时俱进是关键，合理使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设计。比如，在欣赏课指导中，教师可

以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音乐素材，在音乐的熏陶下净化心

灵，升华思想。此外，教师还可以把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

收集到一个文件中，让学生在有阶段、有层次的欣赏中，去体

会音乐人情感的起伏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现代技术

手段不是万能的，教师在应用的过程中要明确其教学辅助的地

位，从而才能更合理地运用教育技术，发挥其价值，促进教学

效果的提升。

5　创新考核方式，注重全面化发展

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考核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技校音乐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细致的了解，对学生的学习状况、

学习水平等做出详细的记录，把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的程

度、进步幅度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与考试成绩结合到一块，对

学生的学习状况做出全面中肯的考核评估。如，在学习完成了

阶段性的学习后，可以适当开展小组比赛。让学生以组的形式

为单位，设计一个音乐节目，每位组员都要参与到表演中，让学

生在小组表演中充分发挥自身所长。再根据小组表演的整体情况，

对学生做出评估。一方面，这种考试方式能培养学生之间的团结

协作精神，另一方面，在小组表演中大家都各展所长，有助于教

师发现学生的潜在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技校音乐教育是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

学会基础的音乐鉴赏、作曲方法与歌唱技巧，目的是让学生的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技校音乐欣赏课的教学，除了能带给学生

艺术美、音乐美的熏陶之外，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音

乐审美能力，让他们都能够具备识别音乐的能力，知道哪些音乐

是健康的、有益的，可以给人带去幸福感、快乐感，不断丰富内

心情感；同时，又知道哪些音乐是颓废的、无益的，只能让人愈

发消沉、萎靡不振。音乐教育本质上也是美育教育，是用音乐这

门独特的艺术形式，给学生心灵上的洗涤，从而促进学生的身心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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