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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完全中学管乐团开展智慧教学的研究
陈倚媚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中学，广东 东莞 523820）

摘要：管乐团是中学生在校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在中学的教学实践当中，管乐团的组织练习以及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会日常的

与学校中的基础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想要让学生组成的管乐团拥有更好的表现能力也需要进行更加巧妙的教学尝试。本文根

据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总结了整个管乐团从组建招生到最终合排的活动顺序以及路线，通过对于不同阶段的技术难点进行分析，对管

乐团的智慧教学实践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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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乐队的组建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我们不仅要学会挑

选不同的人选，更要能够在管乐队组建之后，根据不同学生的情

况来设定如何进行教学。可以想象的是，在管乐队的组建队伍当

中，不同的学生在自身的基础水平上，肯定是各自有差异的。因

此这里就凸显出了对管乐队进行智慧教学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的

保证了对管乐队的良好有效教学，才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训练效率，

促使管乐队蓬勃发展。

一、初中管乐团日常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在初中阶段组建管乐团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

练习最后进行表演，因此这需要学生拥有一定的阅历基础和演奏

能力。可是一般我们在组建管乐团的时候，并不是专门召集具有

专业音乐学习背景的学生，而是以学生的兴趣为主要依据，将有

兴趣参加管乐团的学生集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会有一些

具有专业音乐学习背景的学生进入到管乐团当中，但同时也会有

单纯对音乐抱有兴趣，但从未学习过音乐的学生进入。这会导致

在实际的排练和教学过程当中，不同的学生对于音乐表现的能力，

学习的速度等方面形成巨大的差异。有些学生的音乐基础并不好，

进入管乐团之后虽然努力学习，但是仍然跟不上具有专业学习背

景的学生。作为教师，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时，一方面会为这些努

力学习的学生感到着急，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管乐团当中学生水平

差异过大，而一直无法提高教学的效率。

（二）教学安排不当导致人员流失

在管乐团的组建和日常管理教学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管乐团的教学安排和日常管理不当，造成进入管乐团的

学生或对管乐团没有归属感或觉得管乐团当中的日常生活比较枯

燥，因此一段时间之后自动退出管乐团。管乐团的本质是一种学

生自发组织起来的课余兴趣小组。作为教师我们参与其中一方面

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的训练，另一方面也是负责对学生的兴趣进行

正向引导。因此在这其中的教学和内部管理都要符合学生的兴趣，

让学生在这其中能够感受到乐趣，这样才能够让管乐团长久的发

展，并且真正对学生起到作用。

二、初中管乐团智慧教学的策略

（一）将学生分层进行梯度教学

在上文中笔者提到进入管乐团的学生，各自对于音乐知识掌

握的程度不同，有些学生拥有专业学习的背景，有些学生仅仅是

对音乐有兴趣和爱好。这种情况是我们在组建管乐团之初就可以

预料到的，因此也应该应对这样的现象做出调整。比如在一开始

的时候就对学生进行分层。

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是在刚刚组建管乐团的时候，对学生的

音乐学习背景进行调查，然后让每一个学生按照自己所负责的位

置，简单表演一段自己的音乐技能。以此来判断学生的音乐水平。

在这种前期调查结束以后，对学生的水平进行分类。可以简单地

将学生分为有专业学习背景和无专业学习背景两种，如果教师的

教学精力足够，也可以对学生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组，在前期先对

学生进行分层有梯度教学。这其中着重加强对于零基础学生的教

学，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赶上，有基础的同学。因为管乐团最终的

排练必须要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组织，因此，能够快速地让基础较

差的学生融入到有基础的学生当中，是最好的方法。这也有利于

之后进行集体教学，提高整体的效率。

（二）增加表演频次，以演代练

在对于管乐团的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当中，我们根据实际情

况也能够了解学生能够花在管乐团上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少的。

在我国初中阶段的实际教学中，学生在日常生活里更多的时间还

是要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而管乐团的教学只能够安排在活动课

或者是放学之后的时间里。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对学生进行

的教学次数是比较少的，而想要让学生完全准备好再进行表演，

这种机会则是更加少之又少。

要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可以增加学生的表演频次以表演

代替练习，让学生逐渐在表演过程中找到自己正确的状态。这

种频率比较高的表演在表演时间上可以很短小。比如说我们

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让学生进行表演，这种表演的时间可以只有

10~20 分钟。表演的内容就是上一周练习过的曲目。在公开的

场合下进行表演，能够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同时也能够让学

生对于这种表演练习更加重视。同时学生也会因为这样的形式

感到进入管乐团的乐趣。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管乐团的组建和管理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工作，

我们既需要与其他的学科进行协调，又需要能够在内部的管乐团

技能教学中找到学生的兴趣点并且帮助不同水平的学生共同提高。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学生分层进行前期的有梯

度教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以表演代替练习的过程，让学生感受到

表演带给自己的乐趣。从而更有兴趣参与管乐团的学习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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