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10 期） 

 258 

教学实践 

如何在初中音乐教学中散发其特有魅力 
◆林家裕 

（广东省惠州市铁路学校） 

 
摘要：音乐欣赏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点睛之笔，也是挖掘学生潜

在能力、突出个性特点的重要课程。本文通过探究初中音乐教育中的音

乐欣赏课，提出教学措施，使音乐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愿能完善整个
初中音乐教育的教学体系，提供更多的音乐教学理论及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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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情景创设，构建音乐教学氛围 
音乐课堂开始前，为了使学生更快的进入学习状态，构建浓

厚的艺术氛围，教师要采用多种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情让学生
切身处境的体会在音乐课堂上的新鲜与奇妙感觉，从而使音乐课
堂更加多元化。例如:在课堂正式开始之前，进行趣味合唱练习，
开展热身活动，锻炼学生的音准、乐感及节奏感，对于以往的学
习内容进行温故知新。首先为学生介绍合唱的概念，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接着进行歌唱时的声音与气息基本训练。声音练习时，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假声训练，以“mi、ma”的唱名带出学
生的假音，拓宽音域。之后，教师让学生来“闻花香、狗喘气、
叹气”等动作感受歌唱时的呼吸技巧。热身过后，教师挑选简单
的二声部或三声部的合唱曲让学生进行练习。如:青海民歌二声
部《花儿与少年》，教师把学生男女分组，进行歌曲的简单欣赏
与练习。 

二、趣味导入课堂，展开音乐教学互动 
学生对于音乐的感觉大都来自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歌曲，因

为在音乐聆听和感受的过程中，对音乐作品中有了情感的注入，
进而产生音乐的基本感觉和进一步剖析探究音乐作品内涵的冲
动。因此在课堂中，教师要注重课前活动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教师针对此问题，可以提前布置作业，让学生在课下查
找资料，收集能够展示客家文化的图片，如:客家土楼的形状特
点以及构造原因等。也可以查找《土楼回响》的创作背景，了解
交响诗的结构，并在课堂中为大家展示介绍，提升学生的参与度。
课间时，就为学生播放客家方言文化的录像以及《客家之歌》片
段录音，让学生提前对于课堂内容有初步的了解，增加学生对于
课堂的期待感。在为课堂铺垫好之后，教师进行总结:同学们，
热身之后，让我们正式进入《客家之歌》的学习吧！ 

三、作品曲式分析，理解音乐素材主题 
音乐作品欣赏课程中，若要学生了解作品的曲式，需要掌握

基础的乐理知识。教师需要借助微课介绍《客家之歌》，引导学
生按照找出在旋律中一直出现的“三要素”——主题 A、主题 B
和固定节奏型，再进行作品的深入理解，总结出作品中表现的客
家人热情坚强的品质。接着，教师把作品中 AB 主题进行教学，
对不同的主题进行具体处理。A 主题为合唱部分《不怕山高水又
深》，教师先为学生介绍三拍子的强弱规律，进行节奏拍打练习。
之后，教师示范模唱，并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找准歌词发音，接
着学生解决歌词方言的发音问题，跟着旋律进行歌词朗读。用客

家方言全班进行合唱，教师针对演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辅
导，并互相评价，升华教学。B 主题旋律以铜管乐器为主线，向
学生介绍 B 段取决于劳动号子《新打捘标》，并抛出问题:作品结
合劳动号子的意图是想表达什么呢？让学生思考 B 主题表现的
客家人吃苦耐劳的优良精神。最后，AB 主题结合为下一环节进
行铺垫。 

四、音乐实践教学，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心智还未完全发育成熟。因此，

在教学中，教师要在教学活动中结合具有实践感的情景教学，能
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潜移默化接受课堂教学，得到质量较高
的课堂成绩。且这种教学方式更能贴合学生的思想，在无形中充
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行与创造力。例如:在进行教学拓展时，
可以让学生自己担当一定的“角色”参与体验。教师为学生分好
声部之后，为学生用钢琴进行伴奏或播放音乐，以合唱队的形式
共同进行齐唱、轮唱，让他们一起来表演《客家之歌》，在演唱
A 主题时注意歌唱时的表情、力度，接着用动作表现 B 主题。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把学生们的表演录下来为学生播放，
让学生亲眼目睹自身的“学习成果，”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就会被
最大程度放大，对于音乐学习欣赏的兴趣也会更加强烈。 

五、作品主题鉴赏，提升音乐审美能力  
介绍创作背景鉴赏与分析音乐作品，是每位学生在音乐学习

时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之一。因此音乐作品赏析是初中音乐教育中
的重要部分，教师也要针对此课题进行教学活动的探究与分析，
使学生有高质量的音乐学习体验。在音乐课堂上为学生播放完整
的《客家之歌》视频与录音。在聆听欣赏的同时，帮助学生进行
乐曲的鉴赏。边播放边为学生介绍乐曲创作者的背景与来历:《土
楼回响》是一首由作曲家刘湲谱写、以客家山歌为素材的交响诗,
以弘扬客家文化为主旨。并在乐曲的情绪部分为学生介绍乐曲的
寓意，带领学生进行深入的学习与总结:通过今天的学习，对于
你们的音乐学习有什么启发？让学生谈出自己的感受与体会。结
束之后让学生写出对乐曲的看法与思考，字数不限，主题为:对
民族音乐的思考。这样，由教师带领鉴赏的方式慢慢过渡为学生
自己独立的完成，逐步提高学生的音乐作品鉴赏能力。 

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音乐教学起着为学生的综合素养打下坚实基

础的重要作用。在训练过程中，相信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与科学教
学方法下，结合学生的积极配合学习，会使学生的音乐素养与能
力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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