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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是一门艺术类学科，“美”是艺术最直观的表现方式。传统的中职音乐教学偏向应试化，很多学校把音乐看作一门

教学生识谱和唱歌的课程，忽略了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导致其很多审美价值都没有被重视和利用。现代中职音乐教学

应当重点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审美和鉴赏能力，而不是向学生一味灌输音乐知识或者理论技能。本文就音乐教学带来的审

美价值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几点提升中职音乐教学审美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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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育制度不断改革，教学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在音乐

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和运用能力，而产生了“审美教

育”。现代音乐教学能够让学生掌握更多的音乐知识和文化，同时

也有利于中职学生提升审美水平和能力。通过审美教学让学生对艺

术有更深层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陶冶思想情感，拓展人

文视野，感受音乐深刻的审美价值内涵。 

1  中职音乐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的中职学校对于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没有在课程

规划和教学资源上投入相应的支持，音乐课程设置的课时较少，学

生不能系统地学习音乐知识和技能。许多学校普遍认为音乐课作为

副科可有可无，甚至会有专业课占用音乐课的情况发生。有些学校

开设有专门的音乐鉴赏课，但教学的内容以课本内容为主，对于西

方音乐的开设内容较多，而忽视了本民族的音乐，也没有考虑到学

生的年龄和兴趣，距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

需求，学生普遍对音乐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另外，中职音乐教学

偏重理论化，很多教师把音乐课教学目标的重点放在音乐理论知识

的认知以及识谱唱歌的练习上，课堂实践活动十分稀少，导致学生

参与音乐欣赏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会降低，学生也无法真正体会音乐

欣赏教学的价值。这些不但影响了音乐课教学的效率，同时也阻碍

了学生对于审美价值的认识，审美能力不能得到提高，这与当前审

美教育的目标相去甚远。 

2  中职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价值 

2.1  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提高鉴赏能力 

中职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以及学习能力等参差不齐，造

成学生差异较大。另外，中职生容易受网络流行音乐的影响，对音

乐艺术欣赏和审美能力不高，这些现象直接影响学生对于音乐作品

的欣赏视角，也影响到学生的思维方式。音乐审美教学的目的在于

转变学生的审美品位，通过审美教育让音乐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品位。 

孔子认为各种音乐活动能够感染人情、陶冶人性，在音乐的审

美和赏析中也可以陶冶情操。情操是一种积极的人格品质，加强中

职音乐教学有助于发挥音乐的审美价值，陶冶学生的情操。音乐作

品中旋律的变化、强弱的情绪转变以及音色的不同所带来的内心感

受，让学生可以直观地品味到音乐艺术的旋律美、节奏美、音色美。

在进行音乐欣赏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情怀与魅

力，开阔学生的视野，陶冶情操的同时修养也会得到提升。例如，

在欣赏和教学歌剧《白毛女》时，不同的歌曲片段能够传递出完全

不同的情绪和感受；《十里风雪》的缓慢旋律，配合管弦乐的和声，

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穷苦人民被常年剥削的痛苦和压抑而《扎红头

绳》却以一种欢快的旋律描述过年的欢乐，也凸显了地方特色。通

过对不同的片段进行赏析，学生能够从中体会不同的旋律带给人的

不同的审美感受，能够逐渐和音乐产生共鸣，提高音乐的鉴赏能力

和审美能力，深刻体会和理解音乐中所包含的情感和思想，调动学

生主动学习音乐审美鉴赏，让学生从感官和情感上都能获得更深刻

的审美体验。 
2.2  有利于完善价值观念，提高思想道德 

任何一种审美对于提升学生的人格品质都是有力的，可以帮助

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怀、道德品质。音乐是人内心的直观体现，

它承载着传播人类高尚理想的意义，让人身心保持健康。音乐教学

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教师对于音乐知识的补

充，可以让学生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环境，作曲家的艺术素

养、音乐风格等，让学生从音乐作品出发逐渐扩展知识面，拓展学

生的音乐文化视野；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和

正确的三观。音乐教育与一般的学科教育不同，音乐教育的人文色

彩更加浓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欣赏着的道德品质。音

乐本身蕴含着一些道德因素，音乐创作者的品德高低也深刻影响着

音乐作品带给人的教育和影响，好的音乐作品能够帮助中职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也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 

例如，在音乐教育中被反复提及的《黄河大合唱》，这一交响

乐音乐作品结合了当时时代的名家进行创作，将时代的背景融入其

中，具有激动和高昂的感召力，让人听了便能唤醒心中的正义感和

使命感，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唤起爱国之情，让学

生树立为国家发展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决心。还有一些现代音乐作

品，也会带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促使学生学会反思自我，思考

人生状态，可以陶冶学生的性情，还能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的压力

之下获得心灵的慰藉。例如，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首歌，

从歌唱到曲调都能够给人带来坚定的信念，能够让人保持一颗积极

向上的健康心灵，从而面对压力和困难，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积极乐观的音乐作品欣赏能够让学生身心都得到健康发

展，塑造完美的人格，深刻影响着学生的自我意识，对于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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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也起着重要作用。 
2.3  有利于培养创造思维，提高创作能力 

音乐教育除了演唱还包括创作，音乐创作对学生的要求很高，

创作要求学生要有丰富的灵感和想象，还要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充

分保持自己的个性。音乐创作的教学内容能够让学生发挥创新精

神，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思维，有助于

学生形成发散性思维，提高创作的能力。 

在传统的教育背景下，学校在安排音乐教学课程时并没有充分

考虑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发展，而是采用类似应试教育的方法，在这

样的教学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容易以固化思维进行演奏，对音乐

的审美和创作都缺乏自己个性化的见解。中职音乐开展创新性的创

作教学，其目的就在于充分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有

效提升学生对于音乐学习和鉴赏的兴趣，培养学生对音乐艺术的感

知能力，发散创新思维。优秀的音乐教师在音乐创作教学过程中通

常会设定一个特定的主题，比如对祖国大好山河的赞美，对亲情的

感悟，对爱情的体会等等，创作的灵感源于想要表达的情感，情感

不同创作出的作品旋律、节奏、风格也就不同。音乐教学的审美教

育让学生对于音乐的理解更加深刻，对学生的创作起到很大的作

用，激发了学生的潜能，让学生能够在音乐领域有所成就，有利于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提升。 

3  提高音乐教学审美价值和学生审美能力的建议 

3.1  音乐教学中引入审美教育 

审美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要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就要在音乐

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审美观念，让学生体会不同的美感，得到相应的

审美熏陶。时代在发展，中职院校音乐教育也要与时俱进，要坚持提

高学生全面素养的教学理念，优化音乐教学的课程，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提高其鉴赏能力和音乐创作能力，并且要在日常的音乐课程教学

中不断渗透审美教育的理念。教师明确音乐教学的审美价值，采用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和表

现的空间。比如播放一些冲击力较强的音乐，让学生对于音乐作品的

理解更加深刻，同时教师还可以补充一些作品创作的背景、作者的生

平等，让学生对于音乐作品的了解更充分，更能对其中的情感产生共

鸣，充分将音乐教学中的审美价值发挥出来。 
3.2  营造音乐课程的审美教育环境 

音乐教学课堂需要有浓厚的审美气氛，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

能被充分激发起来，并主动参与到课堂当中来。教师要顺应时代的

发展，不断完善和丰富教学内容，可以结合当前流行音乐作品中品

质较高的作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营造出轻松的教学环境，让学

生从作品欣赏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意境，以此来激发他们对艺术审美

的兴趣。例如，在鉴赏管弦乐作品《春江花月夜》时，除了介绍唐

代的同名诗作的背景，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浪漫的艺术气息之

外，还可以结合现代创新的以《春江花月夜》为主题的流行歌曲，

对比进行赏析，更加深刻地体会其中的意境，感受歌曲和乐曲给人

带来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有助于学生体

会美的意义，使他们在音乐教学中逐步提高认识、欣赏和创造优秀

艺术作品的能力，感受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 
3.3  创新音乐课堂实践活动 

过去的音乐教学内容大多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学生对音乐学习

的欲望，教师可以将经典的音乐知识与现代音乐融合起来，迎合当

今音乐流行发展趋势创设教学目标。教师要明确学生主体，真正了

解学生的内在审美需求，组织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课堂实践活动。教

师可以增设一些舞台表演，如组织歌唱比赛，让学生作为参赛选手

的同时也担任评委，在鉴赏他人表演的同时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给学生充足的空间对音乐进行自主评价，促进音乐教学成果的

表现。也可以编排一些音乐剧等表演性较强的形式，引导学生开展

主动探究式合作学习，自发地理解歌曲的含义，让学生在表演的过

程中更加投入和设身处地地体会歌曲中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提升

自己的音乐感受能力，让学生不仅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还能通

过亲身实践和感受，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4  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的中职音乐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审美能

力提升的需求，加强中职音乐教学的审美教育刻不容缓。审美意识

和能力的提升对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意义重大，想要充分发挥中职音

乐教学中的审美价值，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音乐课堂审美环境，

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和综合能力，同时能够让学生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

要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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