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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音乐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渗透探析
桑荔

(甘肃省武威第九中学 733000)

摘要：音乐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人们在和谐优美的旋律中通过音的律动和结构体验和感知美，并享受美，轻松释放人们的情感。
而情感教学是有效实施音乐教育的重要途径。故在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利用音乐的魅力熏陶学生的性情，丰
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能用自己的情感方式合理有效地表达美，有效释放自己的情感，促进他们更好地进行
知识学习，身心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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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在初中课程体系中起重要的作用，而实施

音乐教育的有效途径就是情感教学。因此，当前新课程理念下要求

音乐教师必须遵循“知识教人、情感育人”的基本原则，在“生本”

理念的践行中，从培养学生们的音乐情感入手，不断探求适宜的教

育途径，积极努力创新教育方式，正确引导、合理施教，教化、熏

陶、启迪、感染和激励学生们全面发展，让学生通过对音乐知识的

学习进一步感受生活中存在的美，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并有效用

自己的情感表达美，有效释放自己的情感，使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

得到逐步提高，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较强的

审美能力。

1、在音乐鉴赏中渗透融入
音乐鉴赏在中学音乐教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比较重点的

一项内容。 而音乐是通过不同的声音真实表达自身情绪及情感的，

是把情感与心理有效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如果在音乐鉴赏的过程

中，重视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采取一定的教学手段，帮

助学生在鉴赏中切实感受作者的创作情感，通过了解音乐的创作背

景，包括了解作曲家当时生活的时代、经历及他的性格特点等，激

发他们的个人情感世界，真正领悟音乐创作背景的内涵，进一步体

会、感悟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运用这样的方式来拓展学

生的音乐视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在学习《黄河大合唱》

这首具有民族精神、民族风格的乐曲时，先布置并安排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自主搜寻冼星海先生的人生故事，在课堂上鼓励他们讲述清

楚这首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激发学生情感与学习兴趣，并促进他们

进一步感受与理解这首歌所表达的民族情感。然后为学生播放这首

歌，引导学生们进行欣赏，将学生带入情境去感受豪迈、激昂的歌

声。使他们了解了歌曲中的多种表现形式：劳动号子“独唱”“对

唱”“轮唱”“合唱”等，通过表现形式再现和重演了劳动人民苦难

深重的历史，在当时点燃了民族奋斗的火苗，鼓舞中国人民为争取

和平、解放奉献自身的力量。好像在眼前展现出了当时作者在黄河

边考察时看到黄河艄公与波浪搏战的真实情景。最后，调动学生积

极发表自己对《黄河大合唱》这首歌的看法，真实讲述自己的情感，

从而深刻体会伟大的民族力量及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搏斗的伟大精

神，有效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与创作灵感。采用这样一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不断丰富学生们的情感体验，让他们了解了作品的情感内

容，并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也感受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开拓

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培养了他们自身的情感，提升了审美能力与教

学效率。

2、在音乐表现中的渗透融入
音乐表现在音乐教学中主要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对音乐的演

唱、演奏、品读、综合性表演以及乐谱识读等。因此，在实际音乐

教学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们的情感教育意识，还要培养学生对

音乐表现的自信心，音乐的演奏能力甚至综合表演能力，就要充分

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使他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演奏音乐时融入自己

的情感，促进他们能有效使用音乐的形式展开合理的沟通，提高音

乐水平。例如，在让学生学习《音乐之声》的主题插曲《DO RE MI》

中，可以带领学生们到操场上画方格边跳边唱，实际感受，真实体

验情感，唱唱跳跳后，在人他们说说自己对音乐与这节课的感受，

结果他们大多数都说“很快乐，很轻松，几乎没有压力，这是他们

上的最快乐最轻松的一堂音乐课。”通过这样创设情境，培育情感

的方式，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情感得到了很好地释放，这种孕育

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真正感受、体验了音乐美，也帮助

他们在人格、思想、个性等方面都有了一种新的发展，升华了学生

的情感，充分展示了他们自己的才华，同时使他们的心灵也得到了

很好的净化、个性得到了张扬，并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创设了一个发

展的空间、搭建了一个展示的舞台。

3、在音乐创造中的渗透融入
音乐创造以及情感体验的前提条件是想象。在实际教学的过程

中，要创设适合情感教学的一种形象、生动、具体情境，建立想象

的空间，多鼓励学生展开想象，采用即兴创作的方式培养学生们的

情感。这样使他们能够在音乐情感情境中听视觉等感官受到感染，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其情感，从而真实体验、感受音乐作品

的创作及表现，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张扬自己的个性，也进一步塑

造了学生的人格，注重了“人的发展”。例如，在音乐课堂中教师

可以选择一段旋律播放给学生听，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体验、感

受音乐的机会，同时营造了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然后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一种单乐器，模仿所听的音乐旋律，在单乐

器的模仿完成之后，再采用多种乐器进一步展开模仿，如可以用短

笛模仿大自然环境中不同的风声，可以用大鼓与擦子模仿自然环境

中的雷电声等等，会把生活中随时听到的：山林中的鸟鸣声、火车

的鸣笛声、小鸟的叫声甚至树叶的沙沙声等声音作为创作灵感，通

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音乐的印象，使他们自然而然把乐器与自然

环境中的声音一一相互对应起来，在自然的条件下积极主动展开创

作。这样促进他们在今后音乐创造中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情感表达与

拓展性思维，提升学生音乐创造能力。

4、结束语
综上，我们知道，有了情感，才能感悟与创造音乐；有了情感，

才能抒发情感。因此，在音乐教学中，我们要渗透融入情感教育，

不断激发自身的创造力，就要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的情感作用，感染

学生，陶冶性情，帮助他们树立高尚的情操，培育他们健康的情商，

培养他们的审美意识与情感感知力，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健康

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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