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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之我见 
杨栎轩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中学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对于初中生而言，创新能力是其应当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的持续加快，以往的音乐教学手段

渐渐难以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求相契合，某种意义上阻碍着教学成效的进一步提高。在此种背景之下，初中音乐教师应当积极

革新教育教学手段，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重点探究了初中音乐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策略，以供相关人士

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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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音乐作为文化教育的主要媒体，既承载了丰富多样的文

化内容，还可以和人们的精神层次需要相结合。而音乐课程则是学

校进行美育教学的核心渠道之一，对培育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至为

重要的价值和优势。所以在音乐课堂教学中，老师必须主动革新全

新的音乐教学理念和方式，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创新，使创造

力和人文素质的养成高度融合，并以此为音乐课堂教学效果的显著

性提高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一、转变教育观念，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思想是行动的内在催化剂，要想促进课堂教学成效的进一步提

高，教师应当积极革新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在以往的初中音乐

教学中，大多数音乐教师都是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手段，学生只

能备受地接受知识的教授，从而促使教学成效大打折扣。在新课程

背景之下，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将课堂中心地位交由给学

生，换而言之，只有学生掌握着课堂的中心地位，才能够挖掘其思

维能力，从而实现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培养与提升。而机械式的教学

手段，只会阻碍学生的个性化养成与发展，为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带

来一定的意志与阻碍作用。例如，在音乐课堂教学当中，教师不能

将自己对音乐作品的鉴赏以及意见直接教授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

己的自己展开探究、思索与分析，并将自己的观点与意见进行发表，

将课堂的中心主体地位交由给学生，这样才能够发挥学生的主动

权，为其创新能力的发展与个性化的养成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二、创设问题情境，带动学生的想象力 

对一些具有强烈创造意识的人来说，勇于推陈出新、敢于质疑

真理是他们最主要的发展特点。音乐老师必须抓住这一点，在实践

课堂当中营造和谐、活泼的课堂氛围，并创设出利于学生进行质疑

与挑战传统权威观念的教学情境，从而逐渐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活

动，如此才可以给学生思想的活跃铺垫好基础，使学生在实践学习

当中不断的进行思考与想象，甚至作出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与问

题。而声乐老师必须要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实践课堂当中

根据音乐课程内容和学生思想的发展规律与需要，营造出与音乐作

品内容有关的教学问题情境，最大程度地带动学生的联想能力与想

象能力。例如，在人音版初中音乐《怒放的生命》一课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创设以下问题情境：“该首歌曲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

情？”“你认为在唱这首歌曲时应当动用了怎样的情绪？”让学生

凭借着自己的感知自由的发表意见与想法，进而进一步深化学生的

思想感悟，为学生想象能力的激发与创新思维的挖掘提供支持。 

三、引进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创新意识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教学辅助方法，具有

较强的直观性、生动性以及高效性，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

促进音乐教学成效的进一步提高。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教

学辅助工具，能够进一步增加学生的音乐知识面，拓宽音乐教育的

发展空间，为音乐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铺垫基础。多媒体绝佳的

视听成效，能够带动学生的多重感官，创设出一个可视、可听的教

学情境，进而有效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进而有效提高

其音乐学习成效。例如，在人音版初中音乐《青春舞曲》一课的教

学开展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该首曲目字里行间的景象进行

展现：太阳日出日落，花儿花开花谢，一个咿呀学语的孩童从充满

活力的少年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最后再到拄着拐杖坐在家门口

的垂暮老人。种种情境充斥着对学生珍惜时光与青春的劝诫。这种

直观具体的教学情境能够给予学生一定的熏染作用，教师可以让学

生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说一说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如

何能够有效的珍惜时间，能否利用简单的曲调进行表现，进而来挖

掘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四、展开课外活动，强化学生音乐素养 

在初中音乐教学当中，要想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提高，应

当让学生具备初步的音乐素养。而课堂教学远远不能满足够学生的

学习需求，所以教师可以进一步延伸与拓展课堂教学内容，通过组

织与开展多种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汲取更多的音乐知

识与技巧，让学生切实的参与到音乐合唱、舞蹈的表演形式中，使

其在其中感悟到音乐的美妙所在。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

力，还能够进一步培养其音乐素养。例如，学校可以举行以《我爱

你，祖国母亲》为主题的合唱竞赛，为了不脱离教学主题，音乐教

师可以以人音版的《爱我中华》定为参与曲目。因为要参加正式比

赛，所以要重视一些细节。如在唱五十六个民族时应当要注意歌词

五十对应的节奏是附加节奏，学生在演唱时不能够唱两个八分音符

的节奏。同时该曲目彰显了对国家的热爱，因此在演唱时应当要充

满激情。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有学生对合唱提出一些意见与看法，

教师应该要积极的采纳并进行优化。合唱比赛能够让学生对自己要

演唱的歌曲进行重视，同时在排练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也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教育不断改革的新背景之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人文修养具有着至为关键的意义与

价值。音乐教师应当积极转变以往陈旧的教育理念与方式，意识到

学生创新意识激发与创新能力培养的优势与价值，利用丰富多元的

手段赵优粮融洽的音乐教学气氛，促使学生满环动力地投入其中，

并积极地展开探索、分析与创新，进而为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提

供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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