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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宋卫忠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摘要：音乐是一门艺术课程，其综合性比较强，且对于学生艺术感知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以往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将重心放

到了乐理知识教学过程中，未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音乐教学内容，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利于学生掌握音乐知识，而且也容易使学生陷入学习

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聚焦音乐核心素养，在此基础上探讨初中音乐教学模式的改革尤为必要，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视角审视音乐学科，

对于学生个性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拉近学生与音乐课程之间的距离，想象音乐所表达的具体内容，从而更好地把握创作者

的情感。本文就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教学模式改革展开论述，分析音乐核心素养涵盖的内容，探讨初中音乐渗透音乐核心素养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渗透路径，以期为学生打造高效的音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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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为音乐教育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新时代背景下，在

初中音乐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感受音乐的

魅力，对于学生个性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以往学习过程中，多数

学生将音乐学习重点视为积累更多的基础知识，而学生要想深入

理解音乐作品，就要了解音乐本身的价值和基本的乐理知识，通

过这种方式才能走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使学生掌握更多的音乐

学习技巧，对于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也有重要作用。本文聚

焦核心素养，在此基础上探讨初中音乐教学改革新方向，助力学

生人格的塑造，使其感受音乐的魅力。

一、音乐核心素养内涵

音乐核心素养对音乐教学有一定的导向，同时也为学生学习

音乐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总体来看，音乐核心素养包括四个层面

的内容：

（一）音乐自主需要

音乐自主需要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根本，同时也是学生学

习音乐的内在动力。初中音乐教学中遵循学生的情感体验能够提

升音乐教学实效。从自主音乐需要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情感、

认知、意志不同层次的内容，着力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

这种方式也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其次，学生只有深入

体验音乐才能从中获得高效的情感体验，从而挖掘音乐作品中的

真善美，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客观来讲，音乐带给人的不仅是

动听的旋律，更是精神的启迪，特别是对于初中生这类身心发展

尚未成熟的学生来说，满足学生自主音乐需要对于学生综合发展

有积极意义。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总结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

在此基础上优化教学手段，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为主要目

的提升学生的体验感。同时，通过倾听不同种类的音乐学生也能

跟随音乐的旋律灵活调节自己的情绪、平和自己的心理，对于自

身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也有重要作用。

（二）音乐实践能力

音乐实践能力也是音乐核心素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背

景下，我们要将学生音乐实践能力培养放到重要位置，鼓励学生

运用不同方式表达音乐作品，使其以更加广泛的形式呈现在大众

面前。同时，音乐实践能力还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音乐欣赏与

审美能力，鼓励学生从音乐背景、歌词内容等多个层面入手赏析

音乐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促进自身情感的升华。同时，学生

也要学会音乐的表达技巧，鼓励学生进行音乐创作，在此过程中

还要提升自身的想象能力与创作能力，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

同时，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还要以提高自身的应用能力为本，

可借不同形式的音乐活动之力培养自身的音乐表达能力，在此基

础上开展即兴表演与创作。

（三）音乐情感体验

增强学生的音乐情感体验能够帮助学生快速走进音乐作品，这

种情况下也能促进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从一定程度上看，音

乐情感体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为听，第二个为唱，第三

个为奏，第四个为动，通过四种方式能够拉近学生与音乐课程之间

的距离，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音乐体验。客观来讲，情感为牵动学

生的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音乐情感体验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

为学生在欣赏音乐过程中获得美的感受；第二种为学生借助音乐作

品之力抒发自己的情感；第三种为学生通过音乐作品调节情绪，恰

情养性。初中音乐教学中要想培养学生的音乐情感，就要从音乐作

品的选取入手，如选取欢乐、积极向上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学生心理失衡时，我们也可为其选择一些

励志的音乐，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学生的消极情绪。

（四）音乐文化理解

音乐作品是创作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创作出来的，具有文

化内涵。新时代背景下，在音乐教学中渗透音乐文化能够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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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便于学生深入解析音乐文化，对于

学生个性发展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同时，从文化这一角度入手也

能使学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音乐学科，加深了学习者对音乐

文化的认识，对学生进一步了解各个时代的音乐社会文化具有很

大的指导意义。另外，对音乐文化认知还涉及许多具体内容，如

学习者对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认识、对音乐文化特点的认识等，

而从音乐文化这一视角出发也可以使学习者进一步认识音乐文化

与其他艺术的关联，从而进一步认识音乐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学特

点之间的关联。以初中音乐教育核心素质为例，音乐作品文化主

要涉及四个层次的内涵，第一，认识我国和全球音乐作品的类型

和特点；第二，了解音乐作品的各种形式；第三，了解音乐在不

同范围内的应用，如舞蹈、戏剧、影视等；第四，了解不同时代

背景下音乐的发展史，从中了解其发展的社会意义。

二、初中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一）能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提升

音乐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在初中音乐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

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音乐课程，深入鉴赏音乐作品，对于

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有积极作用。以初中生所处的年龄段来看，

其正处于幼稚到成熟的过渡期，这一时期也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而音乐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部分音乐表现了不同的

情感，对学生情感具有很大的陶冶效果，同时又可以引导他们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另一种视角出发，歌曲教学也是激发学习者

心中最细腻的部分，让学习者从多种视角入手欣赏音乐，通过识谱、

教读、赏析等课程，逐步提高学习者的音乐审美能力。

（二）能够助力学生编创能力的培养

编创是音乐教育的核心，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

用。可以说，编创能力的培养使得音乐作品丰富多彩，这种情况

下也从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新课标改革以

来，教育部门对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门艺术类学科，

教师要聚焦学生的学习体验，以编创为教学要点，使学生深入音

乐作品中，感受编创的魅力。编创过程中，学生利用几个不同的

音符能够编创出不同旋律的音乐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极大程

度上提升学生对音乐的敏锐度，能够准确捕捉音乐作品的情感，

在此基础上促进自身情感的升华。

（三）能够助力学生追求真善美

音乐作品源于艺术与生活的交融，艺术家在音乐作品创作过

程中，不断总结生活中的艺术元素，并融入自己的情感，通过这

种方式铸就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作品。同时，音乐作品中蕴含了作

者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同时也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为当代音

乐教育融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从当下的音乐教学模式来看，教

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且包含德、智、体美

三个要素，对于学生个性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学生也

能学到更全面的知识，促进自身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教学模式改革路径

（一）创设主题情境，满足自身情感需要

情境具有一定的感染性，其高度契合音乐作品的主题，能够

为学生理解音乐作品搭建桥梁，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体验感。新

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改变以往的音乐教学模式，结合音乐主题为

学生创设特定的情境，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使学生从音乐中汲取正

能量，积极调整不良情绪。

以《大海啊，故乡》这一内容为例，这一乐曲是影片《大海

在呼唤》的主题曲，歌曲旋律悠扬、舒展、亲切，能够使学生感

受大海的广阔的情怀，同时也能有效调节学生的情绪。教学过程

中，我借助多媒体引入了一段朗诵内容：诗人说，大海是一首诗，

画家说，大海是一幅画，音乐家说，大海是世界上最美的交响乐……

在此基础上，学生脑海中呈现了多种情境，如风吹海浪的声音、

海水翻涌的声音等，在此基础上，学生的兴趣被大大调动起来。

紧接着，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给学生播放《大海啊，故乡》这一

乐曲，让学生思考歌曲中模仿游子声声呼唤故乡的高潮部分在哪

里？用心聆听这一乐曲，让学生思考这些乐曲有什么特征？从中

能够感受出作者什么样的感情？通过上述方式也能使学生感受音

乐的魅力，感受音乐强烈有力的表达方式，感受大海的伟大情怀。

以情境为切入点开展音乐教育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音乐作

品，在此基础上也能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热爱大海，热

爱生活，共同歌唱大海、赞美大海的胸襟。

（二）讲述演唱技巧，提高音乐实践能力

初中音乐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教学要点，在此过

程中，可给学生介绍不同歌曲的演唱要点，使学生感受不同音乐

的韵律，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的演唱能力。以《青年友谊圆舞曲》

这一内容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述三拍子的相

关内容，帮助学生搭建学习音乐的桥梁。为了使学生对圆舞曲有

更进一步认识，教师还可借助多媒体引入焰火表演的《节日圆舞

曲》，让学生对此两首歌曲的相同之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

够对三拍子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感受悠扬的歌曲旋律，

在音乐节奏变化中解读作者的思想感情。回归到课堂教学中，教

师可以给学生范唱这一歌曲，学生轻声跟唱。为了掌握这一乐曲

的发声方式，学生也可用“啦”模唱，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掌握正

确的演唱与发声方式。最后，教师可为学生弹奏这一乐曲的旋律，

学生在此基础上演唱歌曲，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也能进一步解析

歌词表达的内涵。

以《军民大生产》这一乐曲为例，该乐曲节拍为 1=G，2/4 拍，

从调式结构来看，为五声商调式，一段体结构。演唱过程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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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组织学生以领唱或齐唱两种形式表达音乐作品，通过这种方

式也能感受劳动者身上团结且任劳任怨的精神。从整首歌的曲调

来看，采用了陇东民歌《推炒面》的曲调，该曲的歌曲极富劳动

特色，如“嗬嗨”“西里里里察拉拉拉”等衬词，通过解析这一

词语也能感受音乐学习的魅力。

（三）注重音乐赏析，借微课之力解析音乐作品

音乐教学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为教学重点，通过这种方

式也能拉近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进而促进学生情感的升华。

在音乐鉴赏过程中，教师也要改变以往听音乐 - 论音乐这种单一

化的教学方法，将重心放到音乐作品的鉴赏方面，引导学生从音

乐的创作背景、歌词内容等多个层面入手鉴赏音乐作品，更好地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以《御风万里》这一歌曲为例，首先，教师可给学生讲解管

弦乐的发展历史，这种乐曲形式最初出现于 18 世纪，海顿确立了

管弦乐队编制和主调音乐样式后这一乐曲开始出现在大众眼前，

后多数音乐家深入管弦乐的相关研究中，如莫扎特，其肯定了管

弦乐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贝多芬以交响性、戏剧性手法

表达管弦乐曲，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管弦乐曲的发展，同时也出

现了管弦乐器，包括弓弦乐器组、木管乐器组、铜管乐器组和打

击乐器四种类型。学生了解管弦乐曲的相关内容后，教师也可为

学生介绍这一乐曲的创作背景，如这一乐曲是一首专门迎接香港

回归而创作的交响序曲，表达了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兴奋之情。

紧接着，教师可给学生讲述这一乐曲的结构，即引子 +A+B+A'+

尾声，与普通乐曲结构有显著差异，且在速度上也有明显变化，

主要体现在其序曲特征上，具有意大利序曲的快-慢-快的特点。

从曲这一层面来看，其将节拍与节奏灵活化处理，技法特征比较

新颖，如奇数拍和变节拍，通过这种技法特征也能突出体现音乐

的动感。

（四）采用问题导学法，增强音乐情感体验

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性，能够缩短学生融入课堂学习的时间。

初中音乐教师要遵循教育规律，立足学生发展需求，以教学目标、

课程标准为基础，设计多层次的导学问题，引发学生深入思考的

同时，深化音乐情感，以此促进他们审美素养的全面发展。

以《小放牛》一曲为例，开展教学前，教师可将歌曲创作背

景进行简单介绍，并设置以下几个导学问题，让学生在赏析过程

中进行思考：

1. 想一想乐曲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2. 这首乐曲描绘了怎样的画面？

3. 歌词中描述的事物都是谁做的（桫椤——王母娘娘、三

关——杨六郎把守等）？

4. 歌曲形式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一问一答形式）？

学生思考过程中，教师还可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利用多媒

体技术，创设相应的劳动情境，然后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进行演

唱。演唱过程中，学生还要根据演唱内容进行相应的动作，如：“柴

王爷推车”学生要做推车的动作，“鲁班修赵州桥”学生要做搭

桥的动作等。这样一来，通过问题的引导，既能深化学生对音乐

背后的情感，提高自身审美素养，又能激起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热

爱之情，促进自身价值观、德育观的全面发展。

（四）拓展音乐背景，增强文化感知能力

音乐作品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创作出来，其蕴含着独特

的情感，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对于学生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有重

要作用。初中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音乐主题拓展音乐背景，

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使学生更好地把握音乐

作品中渗透的情感。

以《辛德勒的名单》这一乐曲为例，这一故事背景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辛德勒在此期间为保护 1200 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

的真实历史事件，该乐曲选自电视记录片《辛德勒的名单》，原

声为小提琴独奏，整首乐曲略带忧伤，借助小提琴演奏，分三个

部分演奏了不同的音乐主题——中低音区、高八度反复、a 小调再

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将歌曲的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能够帮助

学生感受音乐的多种情感：平和又深沉、绝望又挣扎、黑暗中的

温暖……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正视历史。

四、结语

初中音乐教学要想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就要立足音乐

教学实际，通过创设主题情境，满足自身情感需要；讲述演唱技巧，

提高音乐实践能力；注重音乐赏析，借微课之力解析音乐作品；

采用问题导学法，增强音乐情感体验；拓展音乐背景，增强文化

感知能力等方向，全面提升音乐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学科素养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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