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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之微探
祝　伟

（连云港市宁海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在初中音乐课的学习中，教学者可让学生获得美的感受（旋律美、情境美、思想美），还能促使他们掌握相应的乐理知识，

去创造心中的美，陶冶学生的情操，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但是，任何事情的开展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面临多种问题，

即事物的发展是在不断解决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中进行的。初中音乐教学目的达到同样需要解决多种问题。对此，笔者主要从初中

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两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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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是进行美育的重要组成。在开展初中音乐教学中，

教学者需把握好教学与学生学习兴趣的关系，既要让学生对初

中音乐学习产生兴趣，感受初中音乐的独有魅力，又需进行专

业性的教学，让学生从初中音乐的角度进行曲目的赏析，培养

他们的初中音乐综合素养。

一、初中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培养学生基础乐理掌握力

在传统的初中音乐教学中，部分初中音乐教学者并不重视

初中音乐教学，往往以初中音乐的文化、历史为主要内容，导

致学生并未真正掌握相应的乐理知识，进而不能从初中音乐专

业的视角欣赏相应的曲目。除此之外，在初中音乐课程的编排

上，由于初中音乐教学并不参与到中考中，导致课程编排时间

较少。教学者在较少的时间中无法有效地乐理知识的讲授，造

成学生基础乐理知识掌握能力弱的状况。

（二）初中音乐教学者的综合素质相对较差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深化，对于初中音乐教学者的综合教学

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但是，在学校中，大部分初中音乐教学

者以中年教学者为主，他们存在较为顽固的教学理念和方式，

而这些教学理念和方式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也不能与学生

的学习兴趣相贴合，导致整体的初中音乐教学效果差。由此可

见，提升初中音乐教学者的综合教学素质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三）初中音乐课堂评价存在无序性

在初中音乐课堂评价中，部分教学者并未设定相应的初中

音乐评价标准，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丧失。与此同时，教学

评价性丧失更容易造成教学者教学缺乏方向性，即无法以学生

的实际学习效果为参照点了解个人的初中音乐教学水平，造成

教学者教学方向性的迷失。为此，教学者可根据实际的教学状

况，构建相应的初中音乐课堂评价模式，增强初中音乐教学的

有序性。

（四）初中音乐课堂的教学效率低下

本文中的初中音乐课堂教学效率低下体现在如下方面：

1.课时安排不足。充足的教学时间既可保证初中音乐教学进度，

又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初中音乐知识掌握能力。在实际的初中音

乐教学中，教学者发现各个学校存在严重的初中音乐课程教学

时间不足的状况。2. 内容设置滞后。在开展初中音乐教学中，

部分教学者并未深究初中音乐教学内容，导致实际的教学存在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状况，造成初中音乐课堂无法进行高效

教学的局面。为此，学校相关领导应注重合理安排课时，并注

重开展相应的培训，促进初中音乐教学者教学能力的提升，推

动本校初中音乐教学良性向前发展。

二、初中音乐教学实施的策略

（一）夯实基础，培养学生初中音乐基础

在初中音乐教学中，教学者并不是将每一位学生培养成初

中音乐专家，而是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的乐理知识，具备欣赏民

族初中音乐、通俗初中音乐等等的基本水平，使他们真正在初

中音乐中陶冶情操，并掌握相应的初中音乐学习技巧，感受初

中音乐的独有之美。为此，教学者需重视夯实学生的初中音乐

基础。

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学者一方面需重视乐理知识与教学

内容的融合性，另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具有实用性的乐理知

识。对此，教学者可借鉴下面内容。第一，注重初中音乐知

识的生活性。教学者可打开初中音乐教学视野，从学生感兴

趣的初中音乐入手，即引入一些通俗初中音乐（此通俗初中

音乐需包含乐理知识），比如引入《缘分一道桥》，让学生

掌握秦腔的发声，即学习相应的乐理知识。第二，侧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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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的乐理学习网站。教学者可在网站上设置相应的乐理

知识，比如拍号及强弱规律、音符、初中音乐的速度与力度、

五线谱及管弦乐的常识等，让学生掌握最为基础的乐理知识。

第三，构建交流性分享平台。教学者可选择具有较强辨识度

的初中音乐，让学生从乐理的角度分析此首初中音乐。与此

同时，教学者可结合学生的表达进行相应的指导，使他们深入、

科学地掌握相应的乐理知识。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学习以及

分享教学的方式，教学者让学生掌握相应的乐理知识，夯实

学生的初中音乐基础。

（二）多元执行，提升教学者综合素质

在提升教学者综合素质的过程中，学校可从招聘、培训和

考核三个角度进行执行，真正构建高素质的初中音乐师资队伍，

提升初中音乐教学质量。

在招聘方面，学校既要考核应聘者的基础初中音乐理论知

识的掌握能力，又需考察应聘者的实践教学水平，将理论知识

丰富、实践能力强的初中音乐教学者引入学校，促进初中音乐

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培训方面，学校可采用分层模式以及协助模式。在分层

模式的运用中，学校可进行统一的理论与实践课考试，了解全

学校教学者的教学能力，并结合教学者初中音乐教学的优劣势

进行相应的教学培训分层，在弥补教学者专业教学缺陷的同时，

提升整体的初中音乐培训效果。在协助模式的运用中，学校可

开展“老带新，新助老”培训。在“老带新”中，老教学者可

传授新教学者具有实操性的教学方式，让他们转变理想化教学

思维，扎根教学实际，培养新教学者务实、踏实的精神品质，

促进这部分教学者教学能力的提升。在“新带老”中，新教学

者可教授老教学者新的教学方式，比如微课教学、慕课教学等，

增强老教学者信息思维和现代化教学能力，让他们真正拥抱时

代，提升老教学者的综合初中音乐教学能力。

在考核方面，学校需落实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一方

面增强学校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激发在校初中音乐教学者的学

习能动性。在实际执行中，教学者可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在理论考核中，学校可设置专业性的初中音乐

考题以及培训的初中音乐考题，让教学者进行答题，给出客观

的理论考试分数。在实践考核中，学校可让本校教学者及初中

音乐专业教学专家观看教学者的课堂教学，从多个维度对教学

者的初中音乐实践教学进行打分。在此之后，学校可根据教学

者的分数，给出相应的奖惩，并将教学者的实际考核结果公之

于众。

（三）三维评价，增强教与学方向性

在三维评价的构建中，教学者主要从教育专家评价、教学

者评价以及学生评价三个角度入手。在专家评价中，学校可结

合教育专家的意见，构建符合本校初中音乐教学水平的标准，

让初中音乐教学更具有方向性。在教学者评价中，学校可将教

学标准集中于单个教学者上，即从个体的角度入手，为每一位

教学者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让教学者的教学更具有针对性。

在学生评价方面，学校可结合学生的评价，了解他们的学习兴

趣，制定具有生本性质的初中音乐评价。

（四）去粗取精，提升初中音乐教学效率

在初中音乐教学中，教学者一方面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的知

识（简谱知识），另一方面增强教学的着重点，即侧重从提升

学生的初中音乐赏析以及素养的角度入手，还应参与到学生的

初中音乐学习中，让他们掌握相应的初中音乐学习技巧。除了

需要合理调整教学内容的比例外，教学者调整相应的初中音乐

教学时间，即处理好课堂导入时间、重点内容教学时间、学生

练习时间以及教学者指导时间的比例，真正将课堂中的时间运

用在“刀刃”上，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通过去粗取精的

方式，教学者一方面优化了初中音乐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又合

理调整教学时间，最有效地实施初中音乐课堂授课，达到提升

初中音乐教学质量的目的。

总而言之，新课改在制定新教学方向的同时，也在执行的

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问题。为此，初中音乐教学者在理解新课

改方向的同时，更应侧重从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角度切入，以

解决教学问题为借力点搭建更具有实效性的初中音乐课堂，促

进初中音乐教学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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