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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师音乐教育中审美认知能力的提高 
刘起旭 

（长江大学艺术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5） 

摘要：高师音乐教育中审美认知能力的提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学生们，正确的理解感受音乐也能
够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鉴赏水平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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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师音乐教育中审美认知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音乐审美是艺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也是音乐学中的重要

部门，它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规律为宗旨的一门学科。音
乐审美会把音乐的本质和特性，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音乐的表
演与欣赏音乐的功能，音乐的美与审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音乐审美心理作为音乐美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它在音乐领域中
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音乐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受教育过程中的音乐学习者
至关重要 

音乐审美心理是一种心理活动，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感官
获得的感应转化为感受和意识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中有感觉、
思维、意识等精神现象。认知作为这一心理过程中的内容，它
和其他的心理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但也有联系。认知与能力之
间是相互影响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认知程度的，高低会直
接影响我们每个人能力的发展每个人的能力也是，每个个体对
每个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认知水平的展现。 

在高校音乐教学当中，特别容易出现学生创造力问题或者
是自身经历与作品演奏相互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都
能够运用多思维的分析能力来进行提升，通过应用音乐认知规
律的知识，来进行想象、记忆，这时候可以对艺术作品进行一
些合理的理解和加工。音乐学习者要善于从音乐当中提取各种
音响符号，并结合自身对美感的认识，从而更快的去提高对音
乐作品的鉴赏能力，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需要运用每个学科
的知识去对各种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音乐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审美能力提高的关键和前提 
1、音乐听着感知包括音乐听感觉特征和音乐感。音乐听感

觉特征包括两种感觉、音乐听知觉的投射、认知期待。两种听
感觉，有一般听感觉特征、音乐对听觉的要求、音乐听知觉能
力的来源三部分组成。音乐听知觉的投射有同类项归并、景物
分离、寻找中心音、明确节拍脉动、跟踪不同的线条运动几项
组成。认知期待可以分为明确指向预测、无明确指向预测、悬
念、实现期待的愉悦 4 种情况。音乐感是对孤立的音响的感觉
能力和对影响的组织能力，既是对调式、旋律、和声节拍等要
素的直觉的把握能力，也是对音响符号的术语进行审美操作的
再创作过程。 

2、音乐听知觉初级结构包括旋律听知觉、节奏感和和声听
觉。旋律听知觉包括旋律的产生、旋律发展沿革，世界各地的
民歌都是从三声、四声、五声、六声音阶发展到七声音阶的，
只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下，渐渐
形成了各民族的不同旋律，节奏通常会把音乐进程在时间中的
组织形式理解成是不同时值的有机结合形式，节奏作为音乐艺
术重要表现手段，与人类社会生活及音乐史发展密切相关。和
声听觉包括复合音响感受能力的辨义、和声感的内容，由于泛
音关系，人们听到一个声音，实际上都是包括了许多泛音的复
合，如果留心倾听，泛音中的一部分也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 

3、音乐听知觉高级结构包括音乐听知觉的智慧、对形式的
感知能力。人类听觉感知的智慧会在欣赏音乐的瞬间挥发出来，
这种感觉不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灵感。
如何区别各种音响成分在音乐创作织体中的地位、如何区别音

乐旋律中各式各样的核心和装饰、怎样领悟音响的空间符合结
构和时间复合的秩序，这些音乐听知觉的智慧属于音乐听知觉
高级结构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音乐听知觉高级结构包括对
形势的感知能力及对音乐作品的形式感研究，这种研究指具有
掌握音乐作品形式结构的能力。 

4、音乐审美活动中的音乐表现包括审美活动中的表象，听
觉表象的视觉载体。审美活动中的表象包括感性表象、记忆表
象、想象表象，表象一词指个体对主体不再进行刺激时，它在
主体脑中所留下的信息。虽然从客体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认知，
但审美活动并不以认知为最终目的，因此感性意象一旦进入审
美活动，就不会经过逻辑推理等抽象活动，进入自觉意识的概
念阶段，而是折问非自觉层次，甚至无意识层次中重新组合。
记忆表象是记忆过程产生的结果，有识记、编码、存储、提取 4
个环节，通过不同的心理活动能力，记忆不同性质的信息。对
于创作过程来说，想象就是大脑两半球根据主题当前的需要把
分别存储在不同系统中的一些表现进行筛选，并予以重新组合
的过程。 

二、在高师音乐教学中，提高学生审美认知能力的策略 
（一）提高审美体验，加强审美素质 
同时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给学生带来内心的快乐和生活的

体验，通过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感受音乐的能力，把音乐
的学习作为加强自身审美体验，提高全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桥梁
和途径。 

（二）拓展教学视野，优化教学方式 
在音乐教学中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把学生的文化底蕴渗

透到音乐审美体验当中。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要注意
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思维，针对
这一宗旨，教师们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优化教学方式。
教师们可以通过游戏和教学内容相结合，合唱与轮唱相结合，
独奏与协奏相结合，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用生动有趣的
课堂来唤醒学生们的艺术感受。 

（三）尊重个体差异，开展多样性教学 
每个个体的受教育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音乐的感受

也是不一样的。教师们需要把学生按照不同程度进行分类制定
和他们相适应的教学方案，然后注意调动学生在学习当中的积
极性，让学生的个性都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 

（四）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 
在音乐教学当中，老师们需要注意把感性与理性进行结合，

多给学生提供一些进行实践的机会可以开展音乐竞赛也可以模
拟教学环境来开展一些讲课活动，这样可以给学生们更多展示
自我能力的机会，也可以提升学生们的审美意识，而且学生们
通过活动积累出来的经验，也能够让他们将理论知识更好的消
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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