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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学生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培养 
◆王  琳 

（咸阳市渭城区果子市小学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小学音乐教师在教学中应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音乐氛围，紧紧抓住

小学学习特点，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孩子们插上音乐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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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对于陶冶情操、品行修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起到
独特的作用。感受与鉴赏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
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
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
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
趣，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鉴赏音乐的经验。应采
用多种形式音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鼓励学生对所听音乐
发表独到的感受与见解，帮助学生建立起音乐与人生的密切联
系，为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 

一、感受音乐韵律美 
在教学课堂中，教师的课堂内容要选择得当，启发学生用感

情去听，比如课堂内容是一首蒙古的歌曲，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
教学，导课采用情景深入法，让学生们闭上眼睛想象奔驰在草原
上，带着自己的情感去欣赏，随后加上自己的想象，跟着节奏去
体验它所带给你的意境。欣赏结束采取共同讨论法，包括音的高
低、音的长短、音的强弱和音色以及节奏、曲调、和声、音乐力
度、速度、调式、曲式、旋律等。谈谈各自的见解，共同的讨论
就是一个共同的学习，这样的方法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感受音乐意境美  
学就是为了听“懂”音乐，这是一种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说法。

音乐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达到最高的音乐
意境美。有更好的提高学生的感受音乐的意境美，首先要提高音
乐感知能力。音乐感知能力发展的四个层次：分辨能力→记忆能
力→分析能力→鉴赏能力。 

第一，分辨能力。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的本质是声音，
音乐中的师承相授，本来也是从声音到声音。音乐感知能力不是
抽象的，作为音乐感知能力的基础，即是多听，多看，以文字和
图形作为学习音乐的辅助。 

第二，对于音乐的分辨和记忆的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的提高：
（1）纵向——音的高低及相互关系。首先是音程，然后是和声，
在听觉上能够分辨，能够记忆。（2）横向——音的长短和位置。
首先是节奏，然后是曲式的变化。（3）色彩——音的音色。培养
对于音乐音色的差别的分辨，体会不同音色给人带来的不同的音
乐感受，以及在音乐表现中的意义。 

第三，鉴赏能力。结合以上的三种能力的提高：分辨能力→
记忆能力→分析能力。在这三个能力的相互作用下，你的鉴赏能
力在多听、多看、多分析、多讨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上升一个新
的台阶。 

三、音乐鉴赏课是一门“听”的艺术 
什么样的音乐都离不开“听”。“听”是一种音乐作品，我们

既要在听的过程中感觉到愉悦，又要使精神得到升华，感性和理
性进行完美的结合才是我们“听”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要达
到欣赏音乐的真正目的，就不能把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表面上。
而应该深入到乐曲的音响结构及各种形式因素上去。也只有这样
才能准确的把握音乐作品的“内涵”，真正的听懂音乐。要做到
这一点，首先应对一部音乐作品反复的听。多听是培养音乐鉴赏
能力的关键。我们的双耳不仅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中发挥作用，而且还要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这种能力与生
俱来，反复的听，会给我们的听觉制造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的

音乐听觉就会得到发展。同时，音乐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构成音
乐作品的那些音响瞬间即逝，这些声音以单一或多音字组合的方
式，先后展现给我们的听觉。多听，大脑中的记忆就会把听觉中
的印象慢慢综合起来。听的次数越多，印象越深，印象越深我们
对音乐作品的感性体验也就越深。 

新课改中我？音乐鉴赏课涉及到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
不同流派、不同层次的音乐，我们在欣赏中提高，在比较中进步，
在音乐中感受。其欣赏价值、文化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广泛地
汲取人类一切音乐文化成果中的养分，不断的拓宽我们的听觉的
感受领域，是提高和完善音乐欣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课改
的要求是要让学生去实践获得真知。所以，我们老师应该让学生
自己多实践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自己欣赏作品并能
够评价作品。老师在其中只不过起着引导作用。记得前些年，社
会上流行的低浅音乐，低级趣味较浓的流行音乐，甚至是庸俗不
堪的音乐或是一些格调不高的、艺术性差的音乐，使正在成长发
育的学生误以为这是“音乐艺术的时代性”，而那些优美的、艺
术性高的抒情歌曲在学生看来总是平淡无味，深入不下去。那么，
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关键是要学生划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
界限，掌握分辨是非的标准。一部音乐作品，如果学生要有能力
去评价判断它的社会价值及艺术价值，学生就必须能够从音乐作
品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等方面分辨出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
的。因为这是衡量音乐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基础。因而
学会这些，只有通过音乐欣赏课这条途径，并且把研究音乐作品
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情绪、曲式等表现手段这一环节作
为音乐欣赏教学中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关键环节，使学生掌握有
关的知识、技能，深入的认识音乐作品的内容美、形式美、情绪
美、表现美、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总之，教学中追求对音乐的感受与鉴赏，教师所要做的应该
是启发、引导学生感受和辨别音乐的表现形式，帮助学生分析和
把握音乐形象和音乐内涵的表达方法，把音乐的想象与自然、与
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丰富和满足他们的内心知觉和情感体验。让
他们在音响的运动中，感受大自然的日转星移，生命轮回，体验
心灵的感动，感情的美好，追寻往日的回忆，领略宽广博大的胸
怀“用音乐来培养音乐的耳朵”，使音乐教育真正实现其教育功
能，在素质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