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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教学中人文关怀的若干思考
刘　奕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德、智、体、美、劳多方面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

想的进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各级教育部门及教育机构的基本思想之一。音乐作为一个美的艺术体现，也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着学生的发展，所以音乐教师应当注重学生在音乐上的教学，要在音乐课堂中注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缺失会导致学生

在发展时期受到制约。本文在分析音乐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浅析如何将人文关怀理念注入到音乐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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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培养学生艺术审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

着时代发展的号召，音乐教学逐渐改变了教学方向，在新课改

的背景下，正在形成以学生发展为主，在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下，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新模式。同时，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注

入人文关怀，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调整自己，从而使学生有自己

的发展方向。而如果在音乐教学过程中，缺失了对学生人文关怀，

则会影响学生后续的全面发展，这值得相关教育者的深入思考。

一、音乐教学中人文关怀缺失的现状
（一）音乐课程教学地位不高

由于传统教学理念根深蒂固，使得目前很多学校对音乐课

程不重视。目前我国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无论是哪个教

育阶段，都没有明确对音乐这一课程的考核标准，以及完整的

考核程序。因此，音乐课程成为学校教育阶段的非主流学科，

甚至很多主流学科的教师会将此课程霸占。双方教育者都没有

考虑到学生是否对该课程有自己的认知，这无疑让学生享受不

到人文关怀，从而产生矛盾心理。学生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也

逐渐放弃了对音乐课程的重视和喜欢，不符合人文关怀理念，

从而让学生不能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激发音乐兴趣，进而阻

碍了学生在审美方面的发展。

（二）音乐课程教学的主体地位不明确

很多学校逐渐开始重视音乐课程教学，但教学模式不成熟，

也让音乐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建

立的师生关系，要分长幼尊卑，所以目前教师在课堂上说一不

二的教学方式是很多课程的主流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模式是以

教师为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接

受统一的知识和技能。但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学生发

展的需要，甚至还会阻碍学生的发展。因为这种教学模式没有

足够的人文关怀支撑，只是单纯的对音乐知识进行传授，学生

作为一个被动接受的个体，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束缚，这

无疑限制了学生在其他方向上的发展可能性。

（三）音乐教学课堂缺乏人文关怀

音乐教育是一种艺术宣泄的窗口，其在发展方面拥有着无

限的可能。但目前音乐的教育方式只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很多

教学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就音乐这一方面来讲，学生对

音乐的审美能力以及接受能力都有所差异，在这方面就有“绝

对音感”和“音痴”两个极端出现，所以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

教学的过程中，要提前对学生的审美状况以及音乐学习能力进

行摸底，根据不同的心理状态依据，进行分组教学。音乐教学

过程中如果有特殊群体出现，那么音乐教师就要斟酌教育方式。

目前大多数音乐教师对音乐基础较差的学生都是放任的教学态

度，将其边缘化，甚至特批这部分学生不用上音乐课，直接丧

失了音乐课注入人文关怀的初衷。

二、音乐教学中注入人文关怀的对策研究
（一）提高音乐课程的教学地位

音乐不能简单的作为一门放松学生身心的科目，而是要让

教师和学生重视起来，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要拥有

和其他学科一样的地位。因为音乐学科能够帮助学生在美育这

一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发展，通过音乐学科的学习，能够让学生

建立良好的音乐审美观念，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

程中陶冶情操。学校的相关部门应当同教师以家长三方联合起

来，给音乐这一学科“正名”，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认为音乐会

对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有消极影响。而应当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

音乐，使音乐学科能够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监督下，有更加

良好的发展，提升音乐课程的教学地位，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注

入人文关怀理念，使学生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自由、平等，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不断提升。

（二）确定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教师要摒弃在师生关系中，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应

当确立以学生为主体地位，以教师为主导地位的教学关系，在

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真正实现人文关怀理念。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只是起引导作用，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对音乐知识有

一个自己的理解，并逐步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让教学模式不

再像往常一样固化，使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更好的学习

音乐的方式，从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心灵状态和

审美能力。例如，在不影响教学大纲的情况下，音乐教师可以

将课堂交给学生来进行音乐课程的教学，让学生跟着音乐知识，

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分享以及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在一

个组织者的角色来面对音乐课程，通过平等的师生关系，能够

让人文关怀真正地融入音乐课程中。

（三）对音乐学习较差的学生提供帮助

音乐教学是一个艺术审美体现以及学生心灵状态融合的过

程，学生在这方面之间是会有差异的，所以音乐课程不能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一视同仁，要让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审美的突破，弥补自己对音乐知识和技巧的掌握不足，这

也是人文关怀理念在音乐课堂中渗透的表现。例如，音乐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进行分组，通过组别

来进行音乐教学。这样既能够体现出音乐教师的人文关怀，能

够让不同的学生对音乐知识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接受和理解。这

能够让音乐基础较差的学生得到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在不同

组别之间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分组进行教学，

能够让较差的学生避免因为自卑而产生的心理焦虑，还能够让

较好的同学，不用因过度的骄傲而产生过多的心态变化，全面

促进学生发展。

结束语
音乐教学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音乐教师应当根据时

代的要求，创新教学理念，将人文关怀真正地融入到音乐课堂

中去。这能够在尊重学生发展的同时，让学生爱上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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