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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通常人们在听到欢快的歌曲时就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而在听到较为低沉的音乐时内心就会变得非常平静，从

这可以发现音乐对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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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乐课程的教学中需要充分利用音乐课程的这个特点，

帮助任课教师培育初中生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

是为学生提供高品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而在当今这个时

代中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就是来自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因此学校需要在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重点培育具有创造

能力和欣赏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1、初中音乐课程教学中对欣赏能力培育的分析

由于国内的教育工作中新课程改革持续的深化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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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属于一门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并且可以强化学生审美创造能力的艺术类课程，和其他的课程是有所不

同的，虽然音乐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掌握一定程度的音乐理论知识，但是学习音乐课程的知识并不能只靠

刻板的记忆就能够掌握的，其需要对音乐知识进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在感受中体验音乐中涵盖的艺术气息，从而

实现加强音乐欣赏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的目标。而中学时期的教育工作需要根据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目标来开展教育教

学工作，根据目前全新教育背景下的教育目标就能够发现，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并不单纯的是要让初中的学生学会

唱歌，而是要借助音乐课程的教学来加强初中生的审美创造能力。基于此，文章将围绕中学音乐教育中欣赏能力和

创造能力的培养方法展开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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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belongs to an art course which can cultivate students' sentiment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of aesthetic 

creation.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rses, although music cours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also need to master a certain 

degree of knowledge of music theory, but learning music courses of knowledge can not only rely on rigid memory to grasp, it 

need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feeling of music knowledge, to experience the artistic atmosphere in music,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music appreciation and creativity. But the education work in the middle school 

period needs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goal under the present brand-new education background,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teaching of 

music cour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not only to let the students learn to sing, but to strengthen the aesthetic creativ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 help of music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middle 

school music education 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ability and creative ability of the training methods to carry out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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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任课教师就需要有意识地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学

校内各个课程的教学也需要重视培育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在现阶段国内教育环境的影响之下，

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也需要针对其进行改变。而且，具

有欣赏能力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够有发

现美的能力，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保持欣赏的态度。

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借助培育学生对于音乐鉴赏的能力，

从而为培育学生的欣赏能力夯实基础。接下来，本文将

从不同的角度对初中音乐教学中培育学生的欣赏能力进

行分析。

1.1 培育初中生欣赏能力的重要意义

初中时期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有所增长，但是因为

长时间生活在校园之中，因此在认知能力方面还是比较

单纯的，由于现阶段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学生是会通过不同渠道接触到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信息，

但是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欣赏能力，因此不能对所接触

到的风气和事件进行正确的判断，使得现在初中阶段的

学生遭受其严重影响。音乐作为直接表达心情和感情的

一种媒介，其音乐课程的学习相较于初中生其他课程的

学习来说是较为简单和轻松的，不但能够有效地调整初

中生的学习状态，而且初中生还可以借助对音乐韵律学

习的感受创建其自身的欣赏能力体系。

1.2 音乐课程教学中培育欣赏能力的有效措施

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需要紧紧跟随我国教育工作改

革发展的步伐，根据初中生实际的学习情况，对教学所

使用的教学手段进行积极的改进，确保学生在进行音乐

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可以有效加强自己的综合能力。

1.2.1 激起初中生学习的热情

学习的热情是学生在开展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引导

力，新课程改革中要求各个教师在开展教学的时候，要

更加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所占的位置，在传统的音乐

课程教学中过于重视对学生音乐课程知识的教学，而忽

视了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其学习的热情，使得

学生不能够主动地加入到音乐课程的学习中，从而对初

中音乐课程的教学造成了影响，在最大的程度上限制了

音乐课程对学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得最终的学习效

果不能够满足音乐课程的教学目标。为了确保音乐课程

的教学在初中时期的作用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初中

音乐教师就需要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采用对其最有

效的教学方法，任课教师首先需要激起学生对于学习音

乐课程的热情。例如，在开展音乐课程教学的时候，使

用声势律动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使用了非常多的

肢体动作，任课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肢体动作促使学生在

课堂上更加的活跃，从而有效地激起学生对音乐学习的

热情。

1.2.2 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作用，加强其欣赏能力

在开展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课教师需要尽可

能地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空间，而不是单纯的进

行知识的讲解，要确保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然后

教师再对其进行辅助和指导，让学生自己对音乐知识不

断地进行探究，从而深化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的理解，有

效地加强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而且让学生占据课堂的

主要位置，还有助于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提升

初中生的综合能力。

学生占据课堂教学的主要位置，还是课堂教学的核

心，不单单是在音乐课程的教学中，其他课程的学习也

是这样的。在教学工作中要始终实行以学生为根本的教

育理念，加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位置，学生是教学工

作的核心，因此任课教师所实施的教学获得需要围绕着

学生来尽心，有效地锻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

对《伏尔加船夫曲》进行教学和欣赏的时候，需要让学

生真切地感受到歌曲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还可以试

着仿照拉纤时候的动作，让学生可以进行更加真切的感

受，完成动作和规律显示的结合，在进行这种音乐感受

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对歌曲的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2、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培育学生创造能力的分析

2.1 培育初中生创造能力的重要意义

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可以发现，我国社会上大

部分的生产力是来自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为了确保我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社会对于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需

要会不断地增加，而音乐自身就具有非常强的创造能力，

初中生借助学习和欣赏各种音乐的韵律，通过耳濡目染

以及任课教师对学生有针对性的教育，即便不能够具备

非常强的创造能力，也能学习到较为基础的意识和概念。

在音乐课程的教学中，更深层次的学习也会不断地加强

学生的创造能力，使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因此，

为了确保初中生在日后可以良好的成长和发展，借助初

中音乐课程的教学培育学生的创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2 初中音乐课程教学培育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措施

2.2.1 采用具有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学生的创造能力是需要任课教师根据相关的依据

培育出来的，因此任课教师就需要组织学生积极地进行

音乐实践的体验，借助学生真切的亲身感受才可以在潜

移默化之中培育学生的创造能力，初中音乐教师可以在

开展课堂教学的时候，利用多媒体设施为学生播放一些

比较经典的歌曲，还可以鼓励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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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一些音乐活动，让初中生借助真实的感受强化自

己对于音乐的感知，而且任课教师还需要为学生提供充

足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学生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例

如：在学习《地道战》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相关的

记录片，让学生深刻理解歌曲中蕴含的国家情怀，感受

音乐、体会律动，点燃学生的爱国之心，树立起正确的

音乐观。

2.2.2 使用探究性的音乐教学法

每一首歌曲都具备其独有的创造背景，为了使得学

生可以更加良好地融入到一首歌曲中，感受歌曲作者的

心情和感受，初中音乐教师就可以使用创建音乐情境的

教学方法，为学生在最大限度上还原和歌曲作者相似的

创作环境，指导学生和歌曲的作者在情感方面产生共鸣，

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思考如果自己在相似的

环境中，可以创作出什么类型的歌曲，鼓励学生大胆的

想象，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但可以让课堂教学的气

氛更加活跃，还可以完成培育学生创造能力的教学目标。

例如：在学习《万马奔腾》时，可以提前让学生了解这

首乐曲创作的背景以及蒙古族的相关乐器马头琴。在教

学时播放一段相关的情景，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同身受

万马奔腾的恢弘场面，也可以让学生利用自己的想象创

编舞蹈动作，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习效果，提高音乐

造诣。

2.2.3 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进行音乐教学

所谓的想象力就是指在人已有的认知基础上进行再

次的创造，人们在创作音乐以及进行音乐表演的时候，

通常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再次的创造，从而创造

出一个全新的音乐形象，这样才可以在更深层次对音乐

作品中所蕴含的含义进行掌握，有效帮助学生强化对音

乐作品的审美能力。所以，初中音乐教师可以将学生的

生理听觉作为出发点，指导学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想象

力，对音乐作品所蕴含的含义进行欣赏和感受。在这个

感受的过程中，音乐教师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其一就是

需要根据初中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设计课程的教学内

容，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对学习音乐富有激情，可以让学

生更加主动对音乐作品进行想象；其二，就是需要注意

保持课堂教学时的纪律，为学生提供一个优良的学习环

境可以让学生更加认真地对音乐作品进行感受；其三，

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可以让学生主动地表达自己对于音

乐作品的感受，让学生可以在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中获取

的创作灵感。

2.3 使用情境法开展初中音乐的教学

在对初中的音乐课程进行教学的时候，任课教师需

要认真的为学生提供一个非常优良的学习环境，这样才

可以让学生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状态进行到音乐课程

的学习中，然后将自己对音乐作品的体会和感受通过音

乐语言更加良好地进行表达。通常情况之下，任课教师

常使用的设计情境的方法主要有三个：其一，初中音乐

教师可以借助语言的表达为学生创建学习音乐的情境；

其二，借助对教学的氛围进行渲染来创建音乐教学的情

境，可以使用一个其他情境的背景音乐当作创建情境的

背景音乐；其三，可以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设施，帮助

学生对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理解，从而实现加强学

生音乐素养以及创造能力的教学目标。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大

部分的人们都会认为音乐课程的教学对于初中生而言没

有太大的实用性，还不如将学习音乐的时间用来学习语

文、数学和英语这种文化知识课程，这样的教学思想是

不正确的，人只有身体和心理都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才

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人，音乐课程的教学虽然对于

学生的改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就见到成效，但是从长远

的角度上看就能够发现音乐课程的学习对于学生良好的

成长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初中音乐教师

就需要根据初中生自身的特点，采用高效的教学方法，

持续培育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完成

初中音乐课程的教学目标，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

增强音乐审美能力和学习能力，为学生日后的成长和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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