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 (12) 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76

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

王王　　欣欣　　杨杨　　莹莹　　李雨蓉李雨蓉　　王延松王延松

西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　　710061710061

摘　要：在现象学视野中思考音乐教育的本质，对于提高音乐教育认知、提升音乐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现象

学的视野出发，对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教学、现象学在音乐教育中的启示以及现象学视野中音乐教学路径探索进行简单的

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音乐教育应回归音乐本身，教师应创新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得音乐教学走近生活，让

学生通过音乐实践来感知音乐，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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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king about the essence of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music education cognition and enhancing music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in music education, the insights of phenomenology in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music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music itself, and 
teachers should innovate teaching situations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making music education closer to life. Students 
should perceive music through musical practice and cultivate their perceptua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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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教学一、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教学

1.1 现象学视野中的音乐学习

现象学二十世纪一位德国思想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建

立的学派，后来该思想学派受到众多学者的追随，继而成

为哲学思潮。在广义上，现象学是包括胡塞尔及与其相关

学者的所有运动；在狭义上，仅遵照胡塞尔本人对于问题

的处理方式和观点对现象学进行定义和划分。德国克里克

是第一个在教育学中应用现象学的学者。直到上世纪末，

现象学才被传到中国。

从现象学的视野看待音乐，音乐不仅可以表达思想感

情，还可以体现现实生活。音乐具有很强的律动性和鲜明

的节奏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音乐的不同要素是

不可分割的，不同的音乐要素相互结合、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从而维持着音乐的整体性。音乐的基本要

素主要包括音的高低、音的长短、音的强弱和音色等。在

一首音乐作品中，音乐的节奏、节拍、力度、旋律是同时

并存且不可分割的，它们是以音的长短、强弱及其相互关

系的准确性和固定性来组织发展音乐。简言之，音乐的基

本要素是构成音乐作品的重要元素，因此音乐的基本元素

不能脱离音乐作品而独立存在。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音乐对于学生全面发

展有着重要作用。通过音乐教学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趣味，这对于提高学生的

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现象学教

育更加关注教育的场所，也提升了 “ 人 ” 作为教育主体的

地位。强调教师应当与学生互相尊重，平等交流。此外，

现象学还要求教师进行多元化的教学，教师应当让学生更

多的去感受音乐，体验音乐的魅力，让学生更多的学习和

感受不同的乐器、音乐理论和音乐行为，从而更好顺应现

代教育发展趋势。

1.2 现象学在音乐教育中的启示

在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实践和感受在音乐教学中的作

用非常重要。在西方，音乐教育属于意识语言领域，具有

科学性和普遍性。西方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先于思想的，教

师应该让音乐教学走向实际生活，强调音乐教育中身体律

动的重要性；让学生在音乐教育情境中感受到音乐律动的

快乐；激活音乐使音乐融入学生的生活；促进学生对于音

乐的体验，进而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共同发展。

其次，现象学认为音乐教育的原始材料是有价值的。

音乐教育的首要目的和功能是对音乐文化的传承，要继承

音乐文化就需要对音乐教育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解与认知。

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音乐本体指的是需要意识介入的、

形而上学的、非现存的、有纯粹意向的对象，它的存在依

赖于人们有意向性意识活动的存在。因此，音乐教育应该

根据学生的音乐素养以及专业方向进行教育原始材料的选

择，实现音乐本体与学生意向性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通过描述真实深厚的生活场景和对话内容，将生活自然的

融入至教育中。

最后，教师需要转变自己的音乐教学方式。教师要根

据音乐课堂中的教学内容来选择或组合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安排上，掌握好课堂节奏，把握好授课时间，提高

课堂传达知识的效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对音乐

学习的兴趣。教师应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和转变教学思路，

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将交流作为一种教学形式，通过了解

当下重要的的生活问题，与学生平等交流、和谐相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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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导学生主动自主的学习，尽可能多的为学生创造自由

发挥的空间。例如：学生在音乐课堂中创编歌词、节奏和

歌谱时，教师要多鼓励和肯定学生，提升他们对音乐的自

信心，并在音乐创编活动中加强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鼓

励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的模式。

二、以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音乐教学设计二、以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音乐教学设计

音乐指导教师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教育，

在音乐教学中应当着重引导学生去感受音乐的魅力，以多

姿多彩的音乐来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中

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审美能力。其次，教师需要根据学生、

教学任务、环境这几个主要要素，来构建提升学生对于音

乐感受和欣赏能力的教学目的。通过使用主要的教学乐器，

让学生对各种教学乐器有所了解，并让学生亲身体验音乐、

欣赏音乐。在音乐欣赏和实践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追求 “ 个
体真实性 ”，在音乐学习中不断发现自己、发展自己，以此

达到音乐学习与人格培养的相通相融。最后，音乐教师需

要进行教学评价，评估制定的教学目标是否完成，如果学

生没有达到目标，那音乐教师应当进行原因分析并据此进

行后续教学的改进。

三、现象学视野中音乐教学路径探索三、现象学视野中音乐教学路径探索

3.1 回到音乐本身，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音乐教育应回归音乐本身，让学生通过音乐实践来感

知音乐。教师应不断鼓励学生去欣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

的音乐种类，并通过多元化音乐教学来促进和提升学生对

音乐的鉴赏和审美能力。教师必须重视音乐教学现象的本

身，适当放弃那些专业的教育学理论概念，因为这些专业

的理念容易遮蔽我们所要看到的音乐本来的面目。教师在

进行音乐教学时，应该在课堂上进行最直观的教育，以此

来探寻音乐教学的初衷。

3.2 创新教学情境，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在现象学视域下，主张教师构建多元的教学模式，在

动态环境中进行音乐教学。所谓成长的情景即在当下生活

环境中通过一些方式来获益。在音乐课堂中，教师需要给

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音乐氛围，应该为学生设置专门的音

乐教室。教师应考虑学生音乐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对教学

形式进行创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激发学生在

音乐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在音乐理论教学中，

音乐教师可以使用情境联想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避免教

学过程过于单调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情景联想的教学方

法可以将学生熟悉的声音与音高概念相联系，比如在模仿

公鸡打鸣的声音后，辨别打鸣时产生的音高。这有助于提

高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知识的欲望，

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愉快的学习氛围中

潜移默化的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达到寓教

于乐的目的。

3.3 让音乐教学走近生活，培养学生感受能力

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知识源于生活也应用于

生活，与音乐相关的知识也是如此。正如格维尔德所强调

的，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不能脱离现实，否则会使得学生

的意识过于理论化、抽象化。范梅南提出，孩子们从踏入

这个世界开始就在不断的与世界疏远，那我们要怎么在这

样一个彼此疏远的世界中培养学生的个性呢？对此情况笔

者认为，音乐教学不应局限于室内的课堂教育，教育应回

归于生活，感受生活中产生的天然音乐。例如，感受清风

拂过树枝引得树叶沙沙作响；体会溪水从峡谷中流淌而出，

与跌宕起伏的岩石相互碰撞产生的 “ 叮咚 ” 声；聆听千式

百样的鸟儿在林间此起彼伏的鸣叫。这便是我们生活中最

天然的音乐，用心感受这些美妙的天然音乐对于学生而言

也会产生最深切的音乐体验，让学生置身其间有助于提高

他们的审美体验。埃里奥特也认为，音乐教育的意义必须

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如果脱离现实生活谈论音乐教育，

只会剥夺音乐教育在生活中所能收获到的经验。

四、结语四、结语

音乐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使

用创新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通过感受与欣

赏音乐，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提升他们的艺术素养，

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象

学理论主张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尊重学生的个性，这不仅

遵循了教育的规律也体现了学生的价值。因此，基于现象

学的教学，能够增强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体验，培养学生

的音乐审美情趣，通过感受音乐的魅力，提高学生的音乐

情操，进而增强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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