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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视域下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实施策略
薛　奕

（甘肃省白银市艺术中学，甘肃 白银 730900）

摘要：音乐是一种情感表达，欣赏学习、欣赏音乐可以帮助人们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在高中音乐教学中，要结合音乐作品本身的

特点和教学过程进行人文精神渗透，引导学生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借助音乐的力量重新体悟生命、认识生活。基于此，笔者分析音乐

对人文精神的呈现、音乐鉴赏教学对完善人文教育的价值，并结合笔者实践经验，从人文精神的视角出发探究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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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一切文化学术的内在根据，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

达，与其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人文

精神呈现形式。从人文精神视角，探究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实施策略，

引导学生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完成对生命、生活的重新体悟与

认识，是对高中人文教育的完善与补充，可以帮助学生净化心灵、

陶冶情操。

一、音乐对人文精神的呈现

（一）从音乐创作视角看

研究音乐创作的本质可知，音乐创作活动是一种艺术实践，

要求作曲者将自身的时代精神、献身精神、敬业精神、创作精神

转化为音乐作品，表现了创作者自身与他人的精神活动。从创作

过程来看，音乐创作是关于理想、精神、心灵以及生命的重塑活动，

是人们通过作曲手法与音乐语言完成复杂、高级的精神创造活动。

从创作成果来看，音乐艺术是文明之花、精神果实，是人类发展

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以音乐作品的形式集中体现

了音乐与人文精神的内在联系。

（二）从音乐的人文学科性质看

在音乐中包含着丰富的意境，人文精神隐含于其中，构

建起音乐艺术的内在基础与根据。高中音乐作为一门学科，

以声音承载思想、情感、审美，形成教育教学活动内容，通

过引导学生感知音乐中包含的意境，完成人文精神的渗透。

从音乐的人文学科性质看，高中音乐揭示人文精神在音乐中

的存在形式，关注音乐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交流与对话”

是学科知识的重要传播形式，而“理解”在学生构建精神世

界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音乐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继

承了音乐与人类精神的联系，关注学生精神追求、精神世界、

精神面貌形成。

（三）从音乐艺术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基础看

音乐音响、歌词、乐曲标识、各种表情术语，以及乐谱的曲

式结构、织体、复调、调式、调性、音质、音色、音弦、旋律、节奏、

音高等都是音乐艺术的外在形态。人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直接

感觉到它们，而且学生对它们的感知是开展音乐鉴赏的首要前提，

是音乐鉴赏教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多数高中生而言，在学习有标

识的乐曲、歌词时，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难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多

元的、象征的、隐藏的精神、价值以及意义。因此，教师要引导

学生在聆听音乐作品的基础上，了解音乐作品的意义，并在学习

过程中感悟生活与生命。达到这一教学目标的关键在于打破旧的

思维模式，引导学生在认知音乐形象、音乐语言的前提下，通过

想象、联想形成深层次感悟，使音乐鉴赏教学通向高境界的精神

层面。

二、音乐鉴赏课对完善人文教育的价值

（一）是落实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

高中音乐是人文学科，是美育的领域的一份子，是高中学校

培养学生学生人文素养、渗透人文知识、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首先，音乐鉴赏教学是高中音乐教学中的基础模块，要求学生通

过体验、聆听等方式为主，完成对音乐作品的品鉴与赏析，旨在

提升学生文化理解素养、强化学生音乐审美感知力。将音乐基本

技能、基础知识学习渗透到音乐审美体验中，符合高中美育需要

与新课标要求。其次，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教学方式的创新是高中

音乐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音乐鉴赏课要将教学重心从传统的

知识与技能传授向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培养转变，从而真正做到

以学生为主体、以人文教育贯穿音乐教学全过程，促使学生在音

乐学习中实现个性发展。教材中所选编的音乐作品不仅具有较高

的艺术价值，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历史意义以及文化背景，

所以能够为健全学生人格修养、陶冶学生情操提供良好教学内容

和素材，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二）是完善人文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

通过音乐鉴赏课提升高中生音乐鉴赏能力、思维能力，激发

学生创作力，开阔学生思维与视野，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故而，提升开展音乐鉴赏教学有助于受提高

高中生整体素质，对整个高中阶段的人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推

进作用，是完善高中人文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此外，在高中音

乐教育中，音乐鉴赏课是最为基础的教学模块，可以在教学实施

中深化学生对音乐文化内涵的理解、激发学生创意表达的兴趣、

陶冶学生情操，要求教师在结合教材内容分析乐曲音程、调式、

音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完成一个完整倾听的过程，继而促使学

生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个人情感融入到乐曲表演中，实现“再

度创作”。也就是说，学生鉴赏乐曲的过程应是“聆听——理解——

表演”过程。

三、人文精神视域下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实施策略

（一）与音乐知识传授解绑，突出课程人文性

高中生普遍不够重视音乐课程，在学习中表现得较为被动。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从自身做起转变教育观念，将音乐鉴赏教

学与音乐知识传授解绑，通过创新教学模式突出课程人文性，强

化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科美育价值，以推动高中人文教育的体系

的完善，让学生在整个高中学习阶段有更多收获。一方面，教师

要梳理教学目标，将一些“假大空”剔除，提升教学目标与高中

生发展的贴合度，为人文精神培养目标与音乐鉴赏教学目标的融

合打好基础。另一方面，教师启发式教学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元

素和话题引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音乐课程的兴趣。比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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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微课教学呈现音乐作品创作的人文背景，将其中蕴含的

人文精神传递给学生，并将学生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兴趣激发出来。

在微课资源制作中要融入一些高中生喜闻乐见的小故事，以故事

为载体呈现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对音乐作品创作背景形成具体认

知。在引导学生鉴赏音乐过程中，要融入形式多样的教学技术，

促使学生结合对音乐作品创作背景的了解，感知音乐作品思想内

核、创作意图、审美情趣，以凸显课程人文性。

（二）基于聆听过程，有机渗透人文教育

学生将感知音乐的过程与听觉活动过程相融合，才能够在不

断地聆听中提升音乐鉴赏能力、形成丰富的审美体验。教师要意

识到“什么也代替不了聆听音乐”，引导学生在听觉活动中建立

对音乐的感知。比如，引导学生欣赏肖邦的《d小调前奏曲》《革

命练习曲》时，可以结合音乐艺术的特点，在“以聆听为主”为

主的教学实施原则下构建多样、生动的音乐活动，促使学生基于

聆听过程发展审美能力与音乐判断能力，感悟音乐作品蕴含的人

文精神。首先，教师需要通过信息化教学引领学生走进肖邦所处

的时代，以便学生深刻地理解流荡在肖邦胸中的情感，这对于学

生感知、体会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次，引

导学生结合对肖邦的了解，有计划地分段听赏其音乐作品，继而

在肖邦个人情感与音乐作品之间建立联结。尤其在引导学生欣赏

一些比较复杂的乐曲时，了解作者生平与创作动机将对学生理解

作品产生重要影响。

（三）丰富学习方式，体现人文关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设计高中音乐鉴赏课

教学目标与教学实践过程，提升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引导作用，

有利于丰富学生学习方式，促使他们从不同视角感知音乐作品中

的人文精神。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引导学生在赏析音乐作品过程中思考领悟、挖掘探讨，使音乐感

染学生。比如，教学《澧水船夫号子》时，可以运用不同教学手

段与生活化教学内容设计开展多元化音乐鉴赏教学，引导学生通

过活动化、多样化学习方式体会乐曲所带来的激情和激励，获得

多样化的有价值的情感体验，实现人文素养的多元化发展。首先，

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聆听音乐的体验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从而

唤醒学生学习音乐鉴赏知识的潜能。在学习方式多元化的音乐课

堂上，学生形成的学习体验更为多元化，态度、技能、认知以及

情感的发展更为和谐，可以促进人文精神的有效渗透。其次，教

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学生学习进度，以及他们形成的独特

需要、学习愿望选择导学方式，控制课堂教学进度，促使课堂教

学过程、人文精神渗透过程与学生过程更为贴合。

（四）提升课堂教学实践性，启发对人文精神的思考

高中音乐教师要将音乐课程性质的定位作为明确课程教学目

标的依据，将价值观、情感态度维度的教学目标作为音乐鉴赏教

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学目标设计出发优化课堂教学设计，

使教学目标为教学服务的开展提供方向性指引。以《辽阔的草原》

为例，教师可以以“学”为中心优化教学目标设计，以教学目标

为依据选择教学方法，促使学生结合音乐鉴赏实践活动接触音乐、

思考人文精神，以凸显音乐鉴赏教学的人文性。首先，教学目标

中要渗透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强调音乐鉴

赏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审美观的培养作用。其次，将教学服务

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通过对各个教学环节的优化，引导学生在

欣赏音乐的亲身体验过程中感知音乐之美，促使他们产生丰富的

想象和联想，获得对作品中所含人文精神的独立、个性化思考。

在这一环节要强调音乐学习活动的实践性，为结合《辽阔的草原》

特点为学生构建质量高、数量足的音乐情境，引导学生结合具体

的音乐情境将音乐作品的表现手法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比如，

教师可将学生生活作为主线，将草原风景照片、视频引入课堂，

继而将音乐鉴赏活动融于教学实践，并与学生生活体验联系到起

来。在照片、视频类教学素材的选择上，要坚持灵活运用教材、

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最后，教师要将其他的学科内容与音乐鉴

赏联系起来，利用与草原相关的诗歌、美术作品进一步激发学生

情感，引导他们将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实践体验与音乐鉴赏活动

联系起来。在这一环节要抓住不同学科内容之间的相通性特点，

让学生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到图画、吟诵诗歌等实践活动中，

以培养准确表达审美体验的能力，深化学生对相关人文文化的理

解。

（五）挖掘教材人文内容，丰富学生精神世界

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涵盖了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高中音乐鉴

赏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音乐学科教学在人文精神培养

方面有着突出的内容优势。在音乐鉴赏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教材

分析，挖掘其中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在

鉴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构建的精神世界、

蕴含的思想感情，从而获得人文知识积累与个人情感的升华。比如，

教学《瑶山夜歌》时，要针对乐曲中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与音乐知

识设计教学内容，利用富有人文气息的课堂教学，向学生输出人

文知识，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首先，教师要以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为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引导学生挖掘美、发现美、体

验美。其次，要通过对瑶族生活方式、精神风貌的直观呈现，加

深学生对乐曲内容的理解，引导他们准确区分作品的主题和段落，

感知乐曲中所呈现的情绪发展，了解瑶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四、结语

总而言之，音乐是一种听觉文化，是用旋律编织而成的文化

形成，承载着作者喜怒哀乐与时代精神，音乐学科很好地继承了

音乐的文化属性，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培养优势。在高中音乐教

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音乐的海洋中重新体悟、认识生命与生活，

从而实现对高中阶段人文教育体系的完善与补充，不断地在音乐

教学中唤醒学生内心情感，丰富他们的人文文化积淀与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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