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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蔡念彤  王冠达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学生步入初中课堂后，初中音乐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传授乐理知识、教授音乐技能、引导学生融入音乐的过程，使得
学生只能“老师教什么学什么”，而不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喜好因材施教。知识存在于课本中，教师只是负责传播，长期以往的固化模
式在脱离课本范围后，学生难以自行学习了解其他音乐艺术作品。这种“填鸭式”教学模式让原本轻松愉快的音乐课堂变得枯燥乏
味，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音乐的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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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央发布“双减”政策让学生回归音乐艺术教育，全面

重视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素养。随着近年核心素养教学理念出现，

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还要重视学生的音乐学科能

力。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改善传统的枯燥乏味的音乐课堂教

学环境，结合实际不断改善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综合性的全面发

展。 

一、什么是核心素养 
随着全民教育的发展，学生能力评价标准中出现一个新名词—

—核心素养。指学生本身具备的适应社会发展及自身能力培养的一

种品质。核心素养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专项技能，而是在现在及未来

发展中，学生要具备的全面发展能力。中学音乐教学中，学生的核

心素养不仅是简单的基本乐科知识或歌唱演奏能力，还要有以音乐

知识能力为基础向上延伸展现出的高级技巧能力。核心素养是种无

法训练的能力，只能是学生在音乐学习实践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形

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学生发展过程中兴趣倾向不同，

所以核心素养具有延展性、实践性、综合性等三个主要特征。 

三、培养中学生核心素养时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教师教学水平还需提高 

新课标改革，教材内容跟随时代进行改动，部分地方教材添加

了戏曲内容和当地少数民族民歌等，大部分教师没有系统的专项知

识技能培训，音乐教师接触戏曲音乐较少，导致在课下备课不充分，

面对课上思维活跃的中学生出现提问无果的现象。21 世纪以来，西

洋音乐文化流入中国，中学音乐课程设置中增添了外国音乐欣赏板

块，西洋乐器与民族乐器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很难从语言层面向学

生展示同样丰富多彩的西洋音乐文化，在课堂上无法吸引学生注意

力，无法达成教学目标，教学质量自然无法提高。 

（二）改进教师教学方式 

教材伴随课程改革而改善内容，好的教材搭配优良的教学方式

才能更好的吸引学生，更加多姿多彩，教学质量也能得到提高，教

学效果才能更加理想。传统的音乐教学中唱歌，配合少数的乐器，

课堂上学生只能简单的跟随教师唱谱唱歌，学唱完一首学习下一

首，单纯的模仿教师，学习现成的音乐艺术作品。学生天生因人而

异对音乐的音高节奏等敏感程度不同，部分学生达不到教师要求的

结果，而学生在三分钟热度过后，逐渐对音乐“敬而远之”。在接

触《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后，对音乐教学有

着较大的启发。《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提出“声势”在音乐课堂

教学中的作用，通过捻指、拍手、拍腿、跺脚等肢体动作，让学生

在学习音乐时不局限于听觉，而是必须动脑、动手、动脚、全身心

的感受音乐、表现音乐、诠释音乐。当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

课堂气氛就活跃起来了。中学生正值爱唱爱跳、对一切新鲜事物好

奇的年龄段，好动是孩子的天性，而作为音乐教师只需引导学生做

出音乐性的动作结合教材中的歌曲节奏，让学生沉浸在一种游戏般

的欢快之中。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音高、节奏、听辨、协调统一等综

合的音乐能力训练。这种综合性的音乐能力培养，完全符合新课改

中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其全面发展的计划，能有效改善传统的以讲授

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 

四、转变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 
学生步入初中课堂后，初中音乐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传授乐

理知识、教授音乐技能、引导学生融入音乐的过程，使得学生只能

“老师教什么学什么”，而不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喜好因材施教。知

识存在于课本中，教师只是负责传播，长期以往的固化模式在脱离

课本范围后，学生难以自行学习了解其他音乐艺术作品。这种“填

鸭式”教学模式让原本轻松愉快的音乐课堂变得枯燥乏味，极大地

降低了学生学习音乐的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师

可以将学生分为小组，让学生们自己设计动作，小组配合演绎音乐

作品，并分别展示，极大地调动学生在音乐课堂上的积极性，引发

学生自主思考以学生为中心，开发学生的新型思维方式。先带领学

生动起来，而不是传统的教师讲述学生聆听。用肢体动作引领学生

感受音乐的律动，身体力行的认识音乐作品后，再向学生传授音乐

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风格，音乐特点等，同时改变节奏速度让学

生感受不同速度的乐曲变化。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推陈焕新，只有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对音乐课有所期待，使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五、结语 
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开发学生对音乐的

创造性，学习音乐的积极性，还能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

响应新课标改革。发散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想

法是天马行空的，只需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进行梳理并加以引导，

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在音乐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音乐核心素

养，让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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