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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鉴”育审美能力，以“赏”促创新思维 

——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创新设计分析 

刘莹莹 
（静宁县威戎中学  甘肃平凉  743400） 

摘  要：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背景下，对于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在逐步的提升，这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教育部门积极的开展素质教育，将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学工作中，使学生能够得到全方面的培养。而高中音乐教

学课堂作为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与创新思维的重要学科之一，高中教师需要充分发挥音乐鉴赏教学课堂的作用，对教学课堂进行不断

的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学习平台，实现以音乐育人的教学目标，从而使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够不断增强。因此，此篇文章将

从开展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重要性出发，对高中音乐鉴赏教学课堂进行创新设计分析，并给出具体的创新实施策略，以此来达到以

“鉴”育审美能力，以“赏”促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希望能够给广大的高中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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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进一步实施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高中教师需要积极

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对自身的教学思想进行更新，创新教师的

教学手段，对教学课堂进行不断的完善与改革，以此来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人

生关键的转折点，在家长和教师的期望下，学生的学习压力较

大，而音乐鉴赏教学课堂是学生放松、舒缓压力的主要途径之

一，高中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能力进行良好的引导。同时，音乐

鉴赏课堂是音乐教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对于提升学

生的审美能力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具有关键的影响[1]。音乐

教师作为教学课堂上的主要引导者，教师需要深度挖掘音乐鉴

赏教学课堂的内容，推动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是从目前阶

段来看，大部分的高中音乐教师缺乏对新教学思想的认识，依

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降低了

学生的音乐鉴赏课堂参与度，从而对于学生整体素养的提升具

有消极的影响[2]。因此，对于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创新设计进行

分析是必要的，高中音乐教师需要从对教学课堂的形式上进行

创新，让学生能够真正对音乐进行鉴赏，感受音乐中的魅力。 

1.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创新设计的重要性 

1.1 有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对于新鲜

事物的好奇心较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果高中音乐教

师只是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活动，会让学生对于教学课

堂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在课堂上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

况，从而降低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3]。因此，高中音乐鉴赏教

学创新设计是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能够丰富学生的音乐鉴赏

学习内容，提升学生对于音乐鉴赏的兴趣，使学生对音乐进行

深度的鉴赏，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情感，有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 

1.2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音乐教师引导学生对音乐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学生需要

对音乐进行探索与思考，赏析音律中传达的内容，体会音乐所

表达的情感，感受音乐的魅力，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并且由于音乐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它没有具象的

形象，不能够直观的展现给学生，所以学生在对音乐进行赏析

时，只能依靠自身对于音乐的想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4]。

于此同时，高中音乐教师对教学课堂的创新设计，能够对学生

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1.3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加强学生的体验感 

在高中音乐教师对于音乐鉴赏教学进行创新设计的过程

中，教师通常会借助一些先进的教学技术，突破传统教学的束

缚，为学生创设具象的教学情境，加强学生对于音乐的体验感，

对音乐中展现的情感进行体会，能够使学生对作者进行精神上

的沟通，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5]。在此情况下，学生在对

音乐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学生对将自身的情感带入音乐作

品中与其产生情感共鸣，加深学生对于音乐的体验，从而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 

2.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创新设计的具体实施策略 

2.1 创设教学情境，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用于考

试科目的学习，真正对音乐进行聆听与鉴赏的时间较少，所以

他们对于音乐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高中

音乐教师只是播放音乐，让学生对音乐进行鉴赏，此种方法是

无法调动学生的鉴赏音乐积极性，导致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并

不显著。基于此情况，高中音乐教师可以借助情境教学策略，

为学生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在视觉、听觉等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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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对音乐曲目进行鉴赏，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将自身情感带入音乐中，以此来提升学生对于音乐的鉴

赏，增强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6]。同时，在学生对于音乐进行自

主鉴赏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对音乐的形式、演唱风格、表现手

法等等有进一步的掌握，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音乐中表达的情感

与美感，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例如，在高中音乐教师对《辽阔的草原》此首歌曲进行鉴

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生播放内

蒙草原、蒙古族人们生活场景的相关视频，为学生创设教学情

境，让学生感受草原的辽阔，体会草原对于蒙古族人们的重要

性，加强学生对于草原的了解。并且向学生介绍蒙古民歌中的

歐“长调”和“短调”，长调：长调 曲多流行于内蒙古牧区。旅

律舒展悠长，节奏自由，句幅宽大，富有浓郁的章原气息，伴

奏以马头琴为主。 

短调：短调歌曲多流行于半农半牧区。结构规整、节奏整齐、

句幅较短窄，字多腔少，具有叙述性的特征，旋律进行多大跳。

情感表现比较细腻。由此来调动学生对于《辽阔的草原》此首

歌曲进行鉴赏的兴趣，使学生能够学习不同的歌曲，提升自身

的音乐鉴赏能力以及审美能力。 

2.2 运用启发式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在传统的音乐鉴赏教学课堂上，大部分的高中教师使用“灌

输式”的教学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没有为学生设计

自主思考与探究的空间，使学生的思维得不到锻炼，从而对学

生的整体素养产生消极的影响。而高中音乐教师运用启发式教

学方式开展音乐鉴赏教学活动，能够将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课堂，充分体现学生的重要地位，引导学生自

主的对音乐进行鉴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思维，

从而能够对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进行提升。于此同时，高中音

乐教师需要认识到音乐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学科，教师借助音

乐鉴赏教学课堂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不能用传统的教

学模式对学生进行束缚，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7]。而运用启

发式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能够让学生的思想得到启发，

有助于学生对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见解，进而形成学生独具特色

的鉴赏能力。 

例如，在高中音乐教师开展《欧洲民间音乐》此课的过程

中，教师需要先引导学生对此课进行预习，让学生能够对此首

曲目有初步的了解，有助于教师开展有效的教学课堂。在正式

开展鉴赏教学时，教师需要根据欧洲民间音乐的特点设计问题，

引导学生对音乐进行学习，如：“请同学们说出你们所知道的著

名外国音乐家都有哪些？请同学们说出你们所知道的本国的音

乐家都有哪些？他们的风格都是怎样的？”让学生根据教师的

启发式引导，对我国的音乐表演风格与欧洲的音乐表演风格进

行对比，使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2.3 设计多样化的鉴赏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度 

高中音乐鉴赏教学不仅仅是在教学课堂上开展的，教师也

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使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得到培养。并且高中阶段的学生对于单

一的教学课堂学习兴趣较低，降低了学生对于教学课堂的参与

度，很难对音乐进行深度的鉴赏，这对于高中音乐鉴赏教学效

率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基于此情况，高中音乐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开展一些音乐鉴赏比赛，让学生在比赛中对自身能力进行

提升，丰富学生的音乐鉴赏教学内容，使学生产生对音乐进行

鉴赏的欲望，从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教

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歌曲进行改编，将学生分成小组对歌曲进

行改编，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展开实践活动，有助于锻

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教学目标。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阶段正是学生综合能力与核心素养提升的

关键时期，高中教育工作者需要充分的利用音乐鉴赏教学课堂，

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音乐鉴赏能力等等进行培养，

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平台，真正做到以“鉴”育审美能力，

以“赏”促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在此情况下，需要高中音乐

教师对音乐鉴赏教学课堂不断的创新，更新教学手段，调动学

生的自主驱动力，让学生能够对音乐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进

而对知识进行深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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