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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生音乐审美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何梦霏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214062） 

摘要 2011 版《音乐课程标准》中提到，音乐的教育即审美的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音乐审美能力。小学是音乐学习的初级阶段,在此关键期应该切实加强小学生在接受音乐教育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音乐是听觉的艺

术，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内心情绪情感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身心也不断得到提升。小学音乐教学分为唱歌课，演奏课以及欣

赏课三类，学生要能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因此，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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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许多学校音乐课堂依然遵循着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

的教学模式。学生被动接受音乐教育。“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阻碍

了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知与审美鉴赏能力。在小学阶段，正是学生

的行为及习惯养成的阶段，教师不应该忽视这一阶段对学生音乐审

美能力方面的培养，而是应该激发学生对美的爱好与追求，从而提

高学生感悟音乐，理解音乐，表达音乐的能力。  

1、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缺失现状分析 

1.1、教师在课堂上过于注重对学生音乐技能的培养 

音乐课本上内容丰富，四十分钟的音乐课堂教学，教学任务较

重。教师往往更加注重学生的歌曲演唱能力以及乐器演奏能力的培

养，更加注重学生能够对音高、节奏有着准确的把握，却往往忽视

培养学生对音乐美的享受与感知，抑制了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发

展。 

1.2、教学手段的落后 

现如今音乐教学注重互动体验式的教学，学生主动参与的教

学。而有的教师课堂过于传统守旧，依旧保持传统单一的“填鸭式”

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限制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音乐的“非语义

性”决定了教师在教学时仅靠语言表达是很难陈述实现音乐本身

的。音乐是审美的教育，在教学时，只有更加注重学生在自主的体

验感受上的积累，才能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1.3、教师自我对课标意义的解读过浅 

新的《音乐课程标准》要求，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音乐教学

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切实加强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具有必要性。教师对课标钻研不够细致，对各

年级段培养学生的目标要求不明确，因而阻碍了学生审美能力的发

展。 

2、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意义 

2.1、能够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在接受音乐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起学生学

习音乐的兴趣。教师要能够激发学生内心对学习音乐的喜爱，以及

对音乐本身的热爱，从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对欣赏品鉴音

乐有正确的解读与判断能力。  

2.2、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学生在接受音乐审美教育的过程中，不断

塑造自己听觉的感知，在音乐中接受美的享受，也能不断在思维上

进行美的创造，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2.3、能够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与合作能力 
学生在接受音乐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明白了何为美，明白了如

何可以更好的创造美，表现美，明白了如何与同伴在合作过程中产
生更好更多的有关于美的享受。 

3、如何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3.1、教师改变教学观念 
传统的教学观念已经跟不上现如今教学潮流，教师为课堂主

导，学生为教学主体，学生主动参与的课堂才是现如今最合适的教
学模式。教师必须改变这一观念，而不是坚持传统单一的“填鸭式”
的教学模式，这会大大束缚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以及表现能

力。只有教师本身先转变教学观念，深刻钻研音乐课程标准，对课
标有正确的解读，在课堂上将更多的主动权交予学生，让学生积极
参与到音乐情境中，才有可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更好培养学
生的审美能力。 

3.2、创设合适的音乐教学情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课堂导入也是课堂成功的一半。

情境导入也是音乐课堂导入一个很好的方式，创设一个好的教学情
境，不仅符合歌曲的情境，并且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个性
需求，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的目的，在循序渐进的教
学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的审美体会与审美能力。 

例如笔者在执教二年级唱歌课《小鞋匠》的时候，教师在课的
一开始就创设了鞋匠店忙碌的早晨这一情境。学生凭借这一教学情
境，充分想象小鞋匠在做鞋子的过程中会发出哪些声音。学生回答，
会有钉鞋子的声音；会有刷鞋子的声音；会有缝鞋子的声音。接着
教师让学生模仿鞋匠店里可能会发出的声音为歌曲伴奏，有八分音
符节奏的“擦擦擦擦”刷鞋声，还有四分音符节奏的“丁丁丁丁”
敲鞋子声音，还有二分音符音乐的“丝丝”缝鞋子的声音。紧接着
为了加深学生的音乐体验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紧接着教师让学
生选择合适的打击乐器来模拟这些声音，学生通过对比选择，发现
双响筒的声音适合模仿敲鞋子的声音，串铃连绵的声音适合模仿缝
鞋子的声音，蛙鸣筒适合模仿刷鞋子的声音。学生们沉浸在教师创
设的忙碌的鞋匠店这一情境中，并且乐于参与音乐学习的整个过
程。学生通过留心观察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
丰富了他们的创造能力，也使音乐课堂生机勃勃。学生在鞋匠店这
样的情境下感受音乐，感受节奏与节拍，以使用打击乐器体验音乐
的方式参与学习，不仅让学生学会了歌曲，同时掌握了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演奏与演唱。最主要是学生能够在自主体验
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音乐的情绪特点与旋律美，从而提高学生的
音乐审美能力。 

3.3、在音乐教学中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 
美好教学情境的创设使学生投入在音乐所营造的氛围中，其次

需要教师做的是让学生更多参与其中，让他们大胆地说一说，为音
乐插上想象的翅膀。通过音乐的节奏，音色，旋律等特性，建起一
条通往作曲家内心的桥梁，走进音乐家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培养
学生音乐审美感知与审美能力。 

例如笔者在执教一年级欣赏曲《野蜂飞舞》时，并没有给他们
讲解这首曲子的名字，担心一旦讲了，会框住学生们想象的空间，
束缚住学生们的思维。相反在边听音乐时边让他们自己思考，你听
到了什么，乐器像是在模仿什么发出声音？闭上眼睛思考，你想到
了什么？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一幅画面？你能给这段音乐取个合
适的名字吗？在聆听完音乐后，有的学生说，像是成群的蜜蜂飞过，
有的学生说，像是一群蜜蜂在战斗等等，答案五花八门，每个学生
都对音乐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也有着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原来在音
乐中，适当地放飞学生的想象空间，创造力空间，学生们可以对音
乐有各种各样的体会，可以描绘出一幅幅精彩绚烂的画面，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与审美编创能力。 

3.4、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音乐体会 
音乐有长短，高低，强弱等特性，如何让学生更好地体会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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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何不采用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柯达伊等教学理念，声势体验，
体态律动，手势体会来主动参与其中，用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去感
受音乐，表现表达音乐，积极参与到音乐中来，学生只有在不断实
践地过程中，才能够达到提高音乐审美的能力。 

例如笔者在执教二年级唱歌课《小鼓响咚咚》的时候，与孩子
们一起把坐着的小方凳当作小鼓，敲击小方凳发出声音来模拟小鼓
发出的声音。“咚咚咚咚”声音清脆动听，生动形象模拟出了小鼓
演奏时的欢腾气氛。《小鼓响咚咚》这首歌曲音乐情绪欢快活泼，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扮演小鼓手，学唱的环节中，加入小鼓的声音，
学习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由此可见，在教学中，只有充分
加入学生亲身体验音乐的过程，学生才能从心底被激起学习的兴
趣。整节课下来，学生不仅轻松解决音乐教学中出现的难点，音乐
课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学生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整体把握了
《小鼓响咚咚》这首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音乐
美、感受音乐美的能力。 

3.5、积极鼓励学生，尊重其创作成果 
每个人对音乐的感受无对错之分，同样的音乐，学生对音乐的

感知各有不同，而此时教师要做的是积极鼓励，而不是打消他们的
积极性，对他们的思考加以肯定与鼓励，尊重他们感受与思考的过
程，从而达到更好的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目的。 

例如笔者在执教四年级歌曲《西风的话》时，教学过程中首先
让学生们静静地欣赏聆听，并提问这首歌曲给你们怎样的感受？有
学生说：感觉音乐很优美;有学生说：西风在与我们对话，心情似乎
很难过。教师表扬孩子们欣赏很认真，想法很贴切。此时有一个学
生闭眼静静聆听的同时，还模仿着演奏家拉二胡的样子，瞬间吸引
了教师的注意，于是教师立马请他起立回答，问：看你刚刚好像在
模仿拉二胡的样子，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想到用二胡来为音乐伴
奏呢？男孩儿有点儿害羞，轻轻地说，因为我觉得音乐是连绵不断
的，二胡表现出来的音乐就是连绵不断的，音乐的情绪有点忧伤，
我觉得二胡的声音表现忧伤的情绪就挺合适的呢！教师为男孩儿的
回答感到无比惊喜，孩子的想法多棒呀，教师如果一开始就固定住
了孩子们的思维，打消他们思考的动力，不给与肯定与鼓励，他们

一定给不了这么意外又美丽的答案，以后也很难再激发起他们对音
乐美的享受与表达欲望。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欣赏音乐，
对于学生给出的不同答案，自己也可以多加思考是否合适，所谓“教
学相长”，不要总是执拗于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而否认学生的感受。 

在音乐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采取各种措施，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能力，根据课程改革的不断实
施，教师也要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
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教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不仅要求教师有着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依托以及扎实的基本
功支撑，同时也要学会自己将所掌握的知识以美的方式给学生呈
现，给予学生美的体验与享受。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音乐学习
中，对音乐有整体性的把握与研究，思考如何在教学中，从大方向
去把握准确音乐的脉搏和思路。同时也引导学生整体去把握感受音
乐的美，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小学做起，从学生初步接触音乐做起，
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从一点一滴做起，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音
乐给学生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个音乐本身美不美，自我有鉴赏选择
能力。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让学生真的走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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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情境，要求学生仔细观察 
利用情境教学让学生加入教学中是现代教学的常用方法，既可

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使学生更容易掌
握教学内容，提高学习能力。在小学的写作中，写人和写景最为普
遍且重要。例如，在体育课踢毽子的活动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
在活动中注意观察、看看哪些同学踢得好，哪些同学踢得不好，踢
的好的同学是怎么踢得，踢得不好的同学问题出在哪里。在观察别
的同学踢得过程中自己学到了什么。活动结束后，教师布置一个写
作任务，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可以写别人的表现，也可以写自己的
心得体会。 

课后教师在布置作业时，结合当堂课所学的实际情况，设计既
符合“双减”政策相关要求和课标要求又具有创新性的作业内容。
在提交作业后，通过观察学生课后作业情况来分析知识的掌握情
况。从而提升作业品质，激发学生思维活动的作业。让学生在完成
作业中体会快乐，满足，让教学通过多元化更好的呈现出来。譬如：
牛顿通过观察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观察
烧沸的水会把壶盖顶开，发明了蒸汽机。在部编版小学四年级语文
《麻雀》这篇课文中，教师可以询问学生：麻雀是什么颜色的？麻
雀是如何鸣叫的？哪里你能常常见到麻雀？[4] 以这样连串的问题引
起学生的思考，然后引导学生仔细观察麻雀，最后再做出回答。 

（五）引导学生了解常规的观察顺序 
观察不是应付的任务，而是拥有一定的顺序的，不然笔下的文

章会逻辑混乱，也就没了观察的意义。第一，明确观察目的，不能
漫无目的的观察；第二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观察的计划和步骤，有顺
序地进行观察；第三，教会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如由主到次、由
表及里，按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观察；第四，鼓励学生深入观察，

在观察中不断有新的发现，让过程活跃起来；第五，学生在观察过
程中所发现的信息记录下来，方便最后的交流；第六，观察一定阶
段后，让同学们相互交流，相互补充。让观察结果更加清晰、明了；
最后，让同学在观察中认识世界，在细节中描绘世界。在教学过程
中，引导科学的观察方法，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培养良好的观察
习惯，形成优秀的观察能力，做好笔记，提高学生的观察素质，从
而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写作不仅作为小学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同时，

也是检验语文写作教学的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锻炼学生写作思
维、提升写作能力、是提高学生观察能力的前提和重要保障。教师
应该注重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观察意识，发
现生活中的美好，并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培养学生们进
行联想，融入自己的情感，丰富写作内容，促进小学生写作能力的
提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必须运用高效的方式推动学生写作水平，
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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