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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县基础教育改革中小学音乐课的实施现状和推进措施
杨贵玲

（伊川县教师进修学校，河南 洛阳 471300）

一、实施现状

（一）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或者学生和家长，在观念中

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度不等

音乐课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在音乐活动比赛时才会

临阵磨枪，和文化课冲突“打架”，下功夫挤时间排练学习，致

使学生也手忙脚乱。就我们伊川县来说，从县直到城镇乡村的开

课率是逐层下降，甚至没有音乐老师，而小学到初中开课比率也

是随着县乡逐层降低，这就意味着很多学生被无情的阻拦，或者

剥夺了在学校进行音乐教育的权力，有很多有条件的音乐爱好者

都在社会上找相应的辅导学习机构进行学习，也有的是在社团中

才能学习被视为必修课程的音乐课，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音乐

课的缺失，已经造成艺术教育体制的局部塌陷，而造成这一体制

危机的原因我想是用短视的眼光看待学校艺术教育，从主观上忽

视音乐的重大作用，上升不到美育的高度和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

的战略高度。

（二）音乐教学能力的局限，上好音乐课仍有难度

尽管有的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开齐开足音乐课的基本要

求，但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演唱演奏指挥，音乐学知识，舞蹈，表

演等方面的能力欠缺，较难满足音乐课改艺术教育活动及特色办

学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直接阻碍我县音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

展的进程。

（三）音乐课缺少了音乐的专业性

随着多媒体技术、班班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音乐课已

经变成了单纯的观看视频、听音频跟唱。原本那种琴声和歌声悠

扬的场面变得越来越少，导致越来越多的音乐老师在钢琴、唱歌

技巧上的淡化。好几个我熟悉的音乐老师说：“现在啥也不会了！”

这样的音乐课任何老师都可以上，学生对音乐课堂幸福感大打折

扣，对老师的音乐水平也会倍感失望。音乐老师只有具备一定的

钢琴演奏，演唱表演能力，才能保证音乐课堂教学的需求。

（四）音乐器材闲置

在新课程中，硬件的音乐器材的配备基本到位，包括音乐教

室的精心布置，或是闲置不用，或者没人能用，形同虚设。我们

看到很多学校那么昂贵的钢琴不调也不用，成了闲置的摆设着实

可惜，很多打击乐器也只是占着空间而已。

（五）音乐教育质量测评价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例如我县西场小学，由以前的不测评到三五一组的测评唱跳，

现在也开始有乐理知识的测评，这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但是也

有学校就没有音乐课的测评或评价制度。

（六）教师在教学中某些问题还显得迷惑、模糊和茫然

当前对于这个大面积迅速发展的课程改革实验，有些还不太

适应课改，某些理论还不十分成熟，对在一些操作层面上存在着

理论和实践课堂相脱节的现象，甚至在教学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需认真思考用某种歧视的眼光对待学校音乐

艺术教育，把硬件配得再齐备，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二、推进措施

（一）对新一轮音乐课程改革要从重视学生学习的心理研究

开始

音乐课堂教学是一种认识过程，也是一种心理体验过程，

纵观本世纪重大的教育改革，无一不是建立在研究儿童心理基

础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学生的心理教育也应该重视起来。

心理的不健康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而音乐教育可能就是学

生快乐健康成长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学生有厌学现象，如果从

音乐上着手可能会更好，如学习一些励志歌曲，富含文化内涵

的古诗词经典歌曲，一些积极向上的流行歌曲等等。这样会使

课堂更加丰富，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促进他们品质，记忆各

方面能力的发展。

（二）必须创造性地去使用教材和改善教学方式

构成教学方式的思路要多样，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教学模式。

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宗旨，采用合理灵活的教学形式，如分层自主

学习，让学生自己搜集查阅资料等实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等。如我的一节欣赏课《中国汉族民歌》就

是这样，先布置学生课下的查阅任务等，课堂中因为课下的付出

和好奇，学生的积极性就会大增，跟老师的互动会更默契，听赏

效果就会倍增，对下节课就会更期待。

（三）让音乐器材“活”起来

首先要找调律师将钢琴的音准调好，它的发声将直接影响学

生的听觉，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来说，这是万不可马虎的。无论

是钢琴或是打击乐器，都需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这就更要求教

师的自身素质，只有提高业务水平才可运用自如，达到目的。现

在网络发达，教师也可通过网上学习。

（四）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

音乐课程的评价制度的设立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方可督促音

乐课堂的切实实施，没有一个合理的评价制度就肯定不会推进新

课堂的顺利实施。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

生多方面的潜能，帮助学生建立自信，认识自我，促进学生在原

有水平上的发展。每个学校可根据本校情况参照课标理念确定评

价标准，如形成性评价：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参与、表演

及演唱、感受及音乐创造。终结性评价根据学生看、唱、听、赏、

奏、表这些内容，可利用自评、他评、师评等方式。

（五）提高教师的教研意识

根据学科综合理念、音乐与相关文化的联系，均使得新课改

后音乐教学内容有了拓宽，包括流行音乐也走进课堂，教学形式

和学习方式都要注入新的内涵，研究性学习、自主性学习、合作

学习等很有必要。

六、结语

我县小学音乐课程改革涉及的问题还很多，只要我们认真领

会和贯彻音乐课程中的新理念，不断探索总结音乐课改试验的经

验，经过我县全体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必将有力地推进

我县音乐课程改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