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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教育渗透到初中音乐教学中的创新路径研究
周蓓蓓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第四中学，江苏 泰州 225500）

摘要：在学校全面推进美育工作开展的背景下，如何依托初中音乐教学阵地，采用多元化的方式渗透美育元素，引导学生感知、发现、

欣赏和创造艺术之美，培养学生审美思维、审美品格和创造能力，成为教师创新音乐教学模式的重要问题。本文阐述美育教育渗透初中

音乐教学的意义，从教师认知和美育实践入手，分析美育与初中音乐结合的现状，提出美育渗透的人文性、适应性与情感性原则，并围

绕营造良好美育环境、注重情境想象结合、编排形体律动姿势、创造美育实践机会四个方面，探讨美育渗透初中音乐课堂的路径，以培

养学生审美思维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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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一个审美教育过程，要求教师发挥引领性作用，利用

艺术学科，带领学生发现和认识来自生活的美，使其学会感知、

体验和鉴赏美，并培养学生创造艺术美的能力。当前，初中生尚

未建立起成熟的价值观念，缺乏审美判断标准，审美鉴赏水平不高。

在深入推进综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下，学校要重视美育与各学科结

合，尤其是艺术类学科。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通过大力渗透美育

教育，教师能够挖掘和转化音乐教材中的美育元素，深度融合美

育与音乐课堂教学活动，带领学生鉴赏音乐艺术之美，使其感受

歌曲的思想美、情感美，增强学生审美体验，逐步培养其审美素

养和高尚品格，帮助学生塑造正确价值观。

一、美育教育渗透初中音乐教学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审美素养

审美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教育工程，需要教师设定

长期的教育方案，给予学生审美方面的指引，帮助其不断积累审

美认知经验。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通过渗透美育元素，教师能够

站在审美角度，优化音乐教学设计，将音乐情感体验、审美体验

结合起来，让音乐走进学生内心，使其树立起正确的审美理念。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从多维度入手，潜移默化地熏陶学

生审美情操，使其感受音乐学科的魅力，形成自觉发现美和鉴赏

美的意识。同时，初中音乐课程包含节奏、聆听、阅读、歌唱、

和声等活动，通过渗透美育，教师能够改变讲授式教学模式，结

合美育主题，组织多样化的体验性和鉴赏性活动，给予学生自由

体验和创造的空间，发挥学生在审美鉴赏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其审美素养。

（二）增强音乐感知能力

从生理和心理发展角度看，初中生对外界事物较为敏感，学

习能力与接受能力较强。在初中音乐教学中，通过加强美育顶层

设计，教师能够平衡音乐知识与美育之间的关系，挖掘音乐作品

的人文元素、德育元素、情感元素，增设鉴赏性活动，带领学生

从不同角度感知和体会音乐艺术，锻炼学生音乐鉴赏能力与感知

能力。同时，在音乐课堂中，通过渗透美育元素，教师能够利用

音乐文化元素，加大音乐美感训练力度，让学生从深入体会音乐

文化内涵，以及其中蕴藏的美好，使其用心品味音乐中的情感，

感受优秀音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锻炼学生音乐创造力

音乐不仅能传递人的内心情感，还能折射人的精神世界，人

通常拥有欣赏和创造音乐的潜能。在音乐课堂环境下，对相同的

歌曲内容和节拍，受生活阅历、思想观念与个人特质影响，不同

学生会产生多样化的音乐体验和感受。在聆听音乐旋律和内容时，

诸多学生会不自觉地想象音乐主题和音乐体现的内容，与演唱者

情感共鸣，透过音乐了解歌曲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音乐是学生

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的重要学科，通过摆正美育渗透的地位，教

师能够不再一味地强调音乐理论和艺术技巧，更关注学生创造能

力的发展，创造音乐鉴赏和实践空间，一边介绍音乐艺术演唱技

巧，一边引导学生思考和想象，激发其音乐学习潜能和创造热情。

在领略音乐美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创造美，锻炼其

音乐创造能力。

二、美育教育渗透到初中音乐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认知水平不高

在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学校越来越注重美育的地位，

要求教师将美育融入艺术类学科中。但是，在初中阶段，由于学

生面临中考压力，部分学校尚未认识到音乐学科的重要性，未能

站在美育视角，合理规划音乐教学课时和教学计划，导致教师仍

按照传统理念开展音乐活动，难以将音乐教学与美育深度融合起

来。同时，部分教师保留着传统教学观念，未能深入研究美育内

涵与渗透方式，尚未构建起符合美育工作要求的音乐教学模式，

认为音乐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授音乐理论和学唱技能，这样的认

知较为片面，阻碍了音乐课堂与美育工作的融合。

（二）美育实践欠缺

要想将美育融入初中音乐课堂中，教师需坚持理论联系实践

的原则，让学生在学习音乐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去寻找美，发现

美，创造美，提高其审美水平。但是，在设计音乐教学活动时，

部分教师沿袭了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未能尊重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的主体性地位，也未能为其创设运用音乐理论的实践条件，将学

生限制在单调的说教课堂与跟唱环境中，难以使其感受到音乐价

值和趣味。在初中音乐课堂中，教师通常以教室为主要教学阵地，

讲授的内容局限于教材和音乐理论，较少与学生互动，不能让学

生说出对音乐的感知和看法，也较少开展自主交流、自由创作和

表演的实践活动，难以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也就无法培养其

审美能力与创造能力。

三、美育教育渗透到初中音乐教学的原则

（一）人文性原则

从本质上看，美育是美感教育。在渗透美育过程中，教师应

遵循人文性原则，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其情感诉求、主观思

考和情绪波动，创造人文性的音乐学习和实践氛围，为学生用心

聆听和自由创作提供条件。同时，初中音乐教材涉及各种主题音

乐栏目，教师不应只按照既定教学计划，教会学生歌曲演唱方式

和技巧，应深入挖掘每个单元的音乐主题，带领学生感受音乐曲

目背后蕴藏的文化和人文思想，营造充满人文思想和文化情感的

音乐环境，增强学生的自我修养，提高其音乐感悟能力，使其在

鉴赏、探究和演唱过程中，接受正向审美观念的熏陶，形成积极

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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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应性原则

音乐是一门艺术性学科，单纯的理论讲授模式难以适应音乐

学科的教学需求。教师应遵循适应性的教学原则，针对初中生身

心发展规律、音乐学科特点，灵活调整音乐教学内容，采用学生

感兴趣的教学方式渗透美育，改变其对音乐学科的传统认识，提

高美育教育在音乐教学渗透的适应性。同时，除了常规的教材和

教辅资料，教师应结合音乐教学主题，搜集一些地域性的音乐素材，

如民歌、戏曲、劳动号等，这些地方音乐拥有简单的旋律和浓郁

地方文化色彩，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使其能够深入感知音乐展

现的情感美。为提高美育在音乐教学中渗透的可行性，教师应充

分结合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培养目标，运用先进教育技术和设备，

突破课堂活动的传统形式，将课堂打造为音乐展演台，让学生从

不同维度感受音乐的艺术内涵，提高其审美素养。

（三）情感性原则

美育重在让学生认识美、理解美和创造美，教师应坚持情感

性的原则，带领学生从情感角度分析音乐作品，让大家深入思考

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和情感元素，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审美体验。同时，

情感直接体现了学生的心灵感触、审美态度，教师可联系音乐作

品情感内涵，带领学生阅读和演唱歌曲，使其在欣赏美和发现美

的过程中，学会表现美，增强音乐教学的美育功能，培养学生良

好的审美品质。

四、美育教育渗透到初中音乐教学的创新路径

（一）营造良好美育环境，带领学生发现美

为将美育渗透到初中音乐教学全过程，教师应认真研究美育

工作价值，认清自身教育定位、教育使命，扮演好教学组织者与

引领者角色，主动营造和维护良好美育环境，为学生提供一个体

会和欣赏美的课堂氛围。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为将枯燥音乐氛围

转化为生动美育环境，教师应利用好数字化与信息化教学手段，

利用数字技术还原逼真场景的功能，营造充满人文气息、动感气

息和氛围的美育环境，引导学生主动了解音乐文化，使其近距离

地认识音乐中的美。在教学实践环节，教师应发挥数字化教学功能，

借助先进教学技术和软件，呈现多首歌曲对应的主题场景视频和

动画，使学生视觉和情感刺激下，主动感受不同音乐的音符变化

和情感变化，发现音乐的主题美、歌词美与节奏美。以《龙的传人》

《茉莉花》为例，教师可借助信息化设备与数字化教学软件，播

放两首歌曲的MV视频、歌曲创作故事，采用音、像、文结合的方式，

创设良好的审美体验和感知环境，既能刺激学生学习感官，使其

对音乐的画面美、歌词美和旋律美有一个初步认识，又能让学生

从宏观角度感受中国魂之美，从微观角度感受江南茉莉花乡土之

美。除了美育硬环境的创设，教师应从软环境创设入手，将体验

式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小组合作法引入音乐课堂中，让学生带

着轻松、愉快的情绪，了解音乐美，积极与同学交流对美的认识，

接受音乐美的熏陶，增强其审美意识。

（二）注重情境想象结合，帮助学生感知美

音乐之美需要学生用心聆听，想象和体会。为帮助学生感知

优秀音乐作品中的美，教师应通过创设音乐主题情境，营造感性

和温馨的音乐聆听氛围，引导学生沉浸在聆听音乐作品、体验和

探究音乐的情境中，使其获得积极愉悦的审美体验，增强其音乐

感知能力。首先，教师应调查初中生音乐品味和喜好，结合课内

音乐教学主题，挖掘和引入课外音乐素材，如民间音乐、民间戏曲、

流行歌曲等，并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境，引导其自由想象和

体验，感知不同音乐形式的美。其次，教师应认真揣摩音乐细节，

分析音乐作品的风格、结构、情绪和形象，引入具有文化特色的

同类型歌曲，组织对比赏析活动，让学生将音乐理论运用到音乐

实践中。以《青春舞曲》为例，这首歌曲属于新疆民歌，整个歌

曲节奏开朗奔放，歌词内容具有跌宕起伏之美，教师可根据歌曲

类型特点，引入《掀起你的盖头来》民歌，分别引入两首歌曲对

应的自然和人文情境，展现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与民族特色的服

饰，将学生带入对比性、鉴赏性、探究性的情境，使其自由地想

象和思考。在学生想象和联想的过程中，教师可组织交流活动，

让学生尝试表达歌曲情感，加深其对音乐美的认知。

（三）编排形体律动姿势，组织学生表现美

美育要求教师开展大量音乐实践活动，让学生成为体验美和

表现美的主体。而形体律动教学法恰好能满足教师需求，针对不

同音乐主题、节奏和思想情感，教师可合理编排形体律动姿势，

也可让学生结合音乐感知，自由摆动身体，使其能够进一步把握

音乐节奏，学会表现音乐美。所以，在初中音乐课堂中，教师可

开展形体律动实践活动渗透美育，通过分析音乐内容、速度和情

感，设计多样化的形体律动组合动作，营造趣味化的表现环境，

激发学生体验和表现美的热情。以《游击队歌》教学为例，整首

歌传递了积极热情的态度，展现战士灵活机智的行动面貌，歌曲

旋律轻快流畅，教师可结合音乐的特点，开展形体律动编排活动，

让学生学唱歌曲的节拍、音调和气势，联系歌曲三个片段，编创

三个律动情节。在编创过程中，教师可发挥引导作用，让学生结

合逐渐高涨的歌曲气势，体验歌曲中战士精神状态（自信、英勇、

乐观），并围绕“灵活伏击”“奋勇向前”“欢庆胜利”三个情节，

编排律动姿势，让大家一边学唱，一边律动，增强其审美体验与

表现能力。

（四）创造美育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创造美

在音乐聆听、感知和体验过程中，教师应突破传统教育理念，

结合学生主动探索、感悟和创作需求，开展实践性美育活动，使

音乐课从学唱课转变成自由创作课，让学生从演唱者转变为创作

者角色，增强其审美创造能力。以《儿行千里母担忧》为例，教

师可从体验歌曲意境和主题思想入手，开展音乐情景剧表演活动，

让男女同学自由分组，一边采用动作和表情方式演绎歌曲内容，

一边体会音乐之美，培养其创造能力，也可让学生自由思考，自

制打击乐器伴奏，增强音乐情景剧的表现力。在整个实践教学过

程中，学生能够结合审美认识和体验，自由畅想，锻炼审美创造

能力。除了课堂实践，教师可开展自由编创音乐、自由表演竞赛

音乐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审美创造潜能，提高其音乐素养与审美

创造水平。

五、结语

综上，加强美育教育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渗透，关系到初中

生文化素养与审美品格的养成。因此，学校和教师应重视美育工

作，结合初中生与音乐学科的特点，探索多维化美育渗透方式，

通过营造良好美育环境、注重情境想象结合、编排形体律动姿势、

创造美育实践机会等方式，让音乐课堂成为美育的摇篮，真正启

迪学生，带给其美好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审美品格

与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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