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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学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的教学
申昀灵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四川 资阳 641300）

摘要：在新的音乐课程标准要求下，课堂乐器在音乐课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课堂乐器品种多样，但都具有小巧便携、简

单易学的特点 。由于我国课堂乐器普遍使用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在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的使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新生代的音乐

教师推陈出新，创造出适合当今中学音乐课堂的课堂乐器教学法。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课堂乐器对培养中学生音乐素养的作用。如今

我国的音乐艺术教育已经日益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青少年儿童、社会各界人士都越来越爱好音乐，并将音乐运用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本文针对中学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的运用现状，需要提出一些可实施的办法，从培养中学生音乐兴趣、丰富中学生音乐表现形式

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中学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教学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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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乐器在如今的中学音乐课堂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校园音乐文化建设中，课堂乐器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

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更有课堂参与感，还能培养学

生的音乐素养及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水平。

一、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教学的意义

（一）课堂乐器的含义 

乐器，一般泛指人们用来表现和演奏各种音乐的工具。课堂

上的乐器，是指广泛运用于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口风琴、竖笛、陶笛、

葫芦丝等，以及各种小型的打击乐器等，并且适合于课堂上的集

体表演和学习而成为相对简易的乐器。由学校购置的奥尔夫乐器

和电子琴、数字钢琴等同样也属于课堂中的乐器 。

我们对课堂乐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在音乐课堂上所运用到

的课堂乐器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来制作，而且需要严格按

照绝对音准来对课堂乐器进行调音，使学生用到的课堂乐器都是

具有绝对音准的，这对培养他们的音乐基本素养也是起到重要作

用的。我们还可以在音乐课堂中丰富形式，让学生运用身边的东西，

制作出有音高或是能打节奏的乐器，丰富他们的音乐表现形式。

（二）课堂乐器在音乐课堂中的重要作用

1. 提升鉴赏能力，学会感知音乐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课堂乐器可以和唱歌课、欣赏课、创作

课相结合，可以增强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知 。例如人教版的教材

《月光下的凤尾竹》，在教师充分利用幻灯片、音频等多种手段

引导学生聆听旋律的同时，如果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通过加入葫芦

丝为学生进行表演，不仅能够为教师和学生带来不同的艺术审美

感受和体验，还有助于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和积

极性。教师还可以将葫芦丝这种简单易上手的小型乐器带进课堂，

向学生讲解葫芦丝这种乐器的构造以及吹奏方法与技巧，带领同

学们对部分段落进行吹奏，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一门乐器，还提

高了审美感知水平。

2. 培养合作能力，提升艺术表现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火爆，社会

对艺术方面的才艺越来越看重，中学生受到网络视频的影响，也

开始涌现出许多有天赋、有实力的学生；校园里更是掀起了一股“表

演风暴”，新时代的学生更加愿意表现自己，推销自己，他们常

常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排练出一个节目，发布到网络视频上，收获

点赞关注。不得不说，新时代的青少年有竞争意识、也有上进心，

更重要的是有合作意识。课堂乐器的加入，也对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一节音乐课堂里学生使用课堂乐器

的时候，如果有个别学生演奏得不准确就会影响整个班级演奏的

和谐性，这个时候就需要落后的同学不停追赶，完成度比较好的

同学学会帮助配合，使班级整体的演奏水平达到最高。包括现在

一些中学会有班级或学校的文艺汇报表演，很多班级都会选择使

用课堂乐器来表演，运用最多的有葫芦丝等课堂乐器，看过一些

中学校园葫芦丝表演视频，他们的演奏水平其实是很高的，学生

间互相的配合更是令人震惊，成年人都不一定能达到如此默契的

配合。

音乐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只有经过不断地练习，才能达到一

定水平。同时，音乐是一门表现的艺术，需要表演者在场地进行

演唱演奏等；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可以提升表演者的艺术表现力。

传统的音乐教育课堂基本上都是教师在教室里播放幻灯片，学生

则是跟着幻灯片一起学习歌曲，条件好一点的一些学校很有可能

会配备有一架钢琴或是一架电子琴，教师在教室里弹奏，学生在

教室里跟唱，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没有办法激发出学生在音乐课

堂中的参与兴趣，学到的歌曲也是没有音准、节奏、乐感的，也

没有给部分有特殊才能学生的展示机会 。近年来，各大中小学校

渐渐加入了口风琴、葫芦丝等轻便简单、易上手的课堂乐器。不

仅丰富了学校现代化音乐教育课堂的内容和形式，还使得学生的

课堂活动参与程度明显地得到了提高；同时，因为这些课堂上的

乐器都是具备固定音高的，在教师指导学习的过程中，还锻炼了

学生的音准、节奏，提升了学生整体的音乐表现能力。

二、课堂乐器在音乐课堂中存在的不足

（一）学生对课堂乐器缺乏兴趣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重视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致使

许多学生父母及其中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进了中学学校

文化教育课程的辅导学习中，学习的目的也只有升学，学生对音

乐的发展与鉴赏水平还有待提高 。再加上新中国建设以来，我国

的现代化音乐艺术教育还不是很完善，导致国民整体音乐素质偏

低，部分学生经过教师和家长不专业的引导，反而对音乐产生抵

触情绪，从而影响到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对课堂乐器的兴趣。近年

来由于国家对艺术教育方面的重视，音乐教育也越来越专业，这

种现象有所好转。

（二）学生对课堂乐器的掌握能力不同  

学习乐器的能力与个人兴趣、天赋、环境影响、后天培养等

因素有关。中学生对于课堂乐器掌握能力的差距很大，一是由于

学生拥有的天赋不同；二是由于学生的家庭环境各不相同，使得

他们接受的思想教育是不同的，也就导致了他们对学习音乐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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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很多的家庭都开始注重艺术方面的

培养，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一到周末，还得到各个培

训机构学习钢琴、声乐、美术、舞蹈、跆拳道、播音主持等各种

技能，但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重视音乐方面的学习，还有一部

分学生在音乐方面是没有基础的。这个时候就需要音乐教师在课

堂上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将课堂乐

器有效地融入音乐课堂中。

三、中学音乐课堂中课堂乐器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培养中学生音乐兴趣

任何的学习，兴趣都是最好的教师，学习音乐也是如此。在

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学会调动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比如

在欣赏音乐后提出问题，让学生对所听到的音乐发表自己的感想，

并教给他们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运用到每一节音乐课堂中。但

如果只是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进行音乐课堂教学的话，还是略显单

调，我们可以在音乐课堂中加入课堂乐器，让学生在实践中直观

地接触音乐、感受音乐。其实在中学的音乐课堂中，让学生把音

唱准是音乐教师面临最大的挑战，天生音准很好的学生只占了很

小的部分，如果一节音乐课只是一句一句教唱旋律的话，不光教

师会很累，还会消耗掉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这个时候，课堂乐

器的加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减轻音乐教师的负担，

还可以锻炼学生的绝对音准，并且能够丰富音乐课堂的表现形式

等。我们常见的课堂乐器有口风琴，以口风琴为例，作为一种能

吹奏的键盘乐器，它具备了体积小巧、音准好的特点。我们将它

运用到音乐课堂中的话，学生跟随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进行口风琴

吹奏，不但有利于对绝对音准的把握，还能在反复多次的练习中

增长音乐知识。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让一部分的学

生演奏曲谱，另外一部分的学生演奏歌曲，然后再去做交替的练习，

这样的实践练习将使学生识谱水平大幅度地增强 。在课堂上，可

以将学生分声部，并让他们将自己声部的旋律练熟，最后所有声

部一起演奏，在演奏之前提醒学生要在演奏的过程中学会倾听其

他声部的旋律，并学习如何与其他声部的旋律进行配合，使音乐

的呈现达到更好的水平。在现代音乐课堂中合理使用各种课堂乐

器进行教学，让我们的中学生在欣赏音乐、展现音乐、创作音乐

的整个过程中，能够从中获得更美的享受，享有自己成功的喜悦，

也将会促进我们的音乐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活泼。这样

的音乐艺术活动实施，有效地提高了中学生的音乐素质和艺术道

德修养，增强了我国中学生进行音乐表演时所需要展现出来的自

信心，培养了我国当代青少年中学生良好的团队协同合作意识和

乐观向上的团队精神。

我国近年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对精神世界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让我们对中学音乐课堂教学提

出了新的要求。中学音乐课堂在教学中越来越注重素质教育，并

开设乐器教学等课程，从而促进了学生对于音乐有全面的认识和

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审美兴趣，丰富了他们的学业

和生活 。其中，音乐课堂中的乐器对于音乐教育起到巨大的作用。

同时，由于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脑力发育已经渐趋成熟，但性

格多变活跃，已经具备了学习音乐的基本条件，因此要做好从幼

儿到青少年课堂乐器学习阶段的衔接工作。

（二）开展中学生音乐创作活动

音乐中的音响来源于生活和自然界，如自然景象中的下雨、

刮风、打雷等，按它的大小变化，有不同的声响，像微微细雨、

倾盆大雨、雨落在地上、打在伞上、屋顶上、花草上和水上，都

有着不同的声响；而流水声、野兽吼叫声给人的感觉也不相同，

那么，教师能否启发学生，把所见到的不同意境用不同乐器或同

一乐器不同的敲击方法所产生的音响恰当地表现出来呢？三角铁

可表现为丝丝细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流淌着音乐，如妈妈的切

菜声、人的走跑声、机器的轰鸣声、汽车、轮船、火车、飞机声、

马匹的奔跑声等。教师应启发学生，用不同的乐器来表现这些情景，

如用双响筒可以表现妈妈切菜的声音，机器的轰鸣声可以用鼓来

表现，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探索周围的音响，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

（三）丰富中学生音乐表现形式

我们的现代音乐不仅在艺术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它们的音乐

表现形式更是丰富多彩的。常见的有声乐、舞蹈、器乐等表现形

式，其表演形式更是有独唱、独舞、独奏，合唱、群舞、合奏等。

在中学音乐的课堂中，集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中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既是一个共同展示美、创造美的

过程，又是增强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审美表达能力，审

美创新能力的一个过程。合作学习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学习途径，

它可以促进学生相互交流、彼此关心、共同进步。但是音乐的具

体表现元素还包括调式、曲式、肢体等。它往往并非单独地存在，

我们常常希望能把各类音乐元素都融入我们的课堂乐器上，并加

以不断的运用和创造音乐的基本要素，有针对性地介绍我国现代

音乐课堂中各类课堂乐器的有效运用，给了中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体验和感受音乐、表达音乐、创设音乐的良好机会，培养了中学

生的音乐兴趣和热情，使得中学生在开展音乐实践活动中真正地

获得了自己的音乐感觉体验 。在对于音乐专业化的课堂教学中，

只有通过我们的教师合理、有效地运用音乐课堂上的课堂乐器进

行教学训练培养，提升中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音乐素养，才能

够使中学音乐课堂中的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才能更行之有效地

培养和充分发挥中学生的音乐艺术审美和自主创新能力，孕育一

批具有较强艺术修养与音乐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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