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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素养和情感教育在中职音乐教育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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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技师学院  158100） 

 
摘要：中职音乐教学是中职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一门基础学科，在
具体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学生音乐素养培养，同时实施有效的情感教
育，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奠定基础。本文首先对中职音乐教育中音乐素
养和情感教育重要性进行分析，然后从音乐素养培养以及情感教育两个
方面入手，提出中职音乐教育策略，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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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都是最为基础的艺术学科，在中职音乐教育中，
加强音乐教学，意在培养学生个人修养、陶冶学生的情操。当然，
学生音乐素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在日常教学中加以重视，
不仅让学生掌握专业的音乐知识，同时将素质教育有效的融入其
中，提升学生音乐赏析能力，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全面提升。基
于此，加强对音乐素养和情感教育在中职音乐教育中相关问题的
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1.中职音乐教学中音乐素养培养及情感教育重要性 
在中职音乐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学生

全面发展为目标，将其作为教学的核心，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及情
感素养。音乐教育是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基础教育
的重要途径，在具体教学中，必须重视音乐素质培养及情感教育，
提升学生音乐欣赏能力，开发学生的智力。通过有效的情感教育
以及音乐素养培养，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在
音乐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提升学生创造力，同时音
乐活动往往伴随着情感活动，注重音乐素质教育和情感教育，提
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实现音乐教育内化美育的效果，促进学生
审美情趣的形成与发展。 

2.中职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措施 
2.1 做好乐理知识的整理 
乐理是音乐教学中的关键内容，包括记谱、音程、和弦、调

式与节拍，都属于基本音乐知识，是学生学习音乐的前提条件。
中职音乐教学中，为了实现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掌
握乐理知识，教师必须进行有效的引导，将学生听觉、视觉等感
官和学生识谱联系起来，让学生养成音乐素材搜集的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记忆能力、音乐听辨能力，促进学生乐谱理解全面提升。 

2.2 引入多媒体教学模式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教育工作也呈现出一

定的变化，多媒体教学逐渐进入中职音乐教学中。在具体教学过
程中，将多媒体教学模式引入进来，让课堂教学节奏感更强，还
能够为学生创建更加立体化的情境，在这个过程中，辅助教师更
好的对音乐知识进行解说，加深学生对音乐知识的理解能力，促
进学生音乐学习质量提升。 

2.3 增加音乐实践活动 
音乐理论知识是音乐教学的基础，在学生掌握一定理论知识

后，必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自身才
能。中职音乐教学中，必须积极开展课外音乐活动，利用课余时
间，发挥学生音乐特长，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为学生全面健
康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学校以及教师必须为学生创建更多参与
音乐实践活动的平台，包括在班级中开展音乐比赛、校级音乐比
赛等，提升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全面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2.4 强化中职音乐教师培训工作 
一名优秀的教师，都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灵活的运用出

来，同时谦虚的对待每一位学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在课堂中，学生往往喜欢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对这样的教师内
心存在崇拜感，以至于能够喜欢教师所教的那门功课。这点正是
教师人格魅力与知识之间的相互效应。师生之间的相互沟通是十
分频繁的，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教师在学生精神直接塑造中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中职音乐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了能够拥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必须能够从与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中学会知识，树立健康积
极的价值观。因此，教师不仅需要拥有渊博的知识，同时也需要
拥有无限的魅力，有具有学生敬仰的人格，这对于学生感化作用
十分必要。著名的哈弗大学校长曾经说过，大学教育的实质是人
文过程，传播的是有价值事情，而不局限于知识与信息。 

2.5 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 
目前，我国教育改革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职音乐教

学中，相关专家学者根据学生需求，编写了相关的教材，这些教
材对学生音乐素养培养具有重要积极的作用。在具体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该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包
括学生音乐知识掌握情况、心理情况等，因材施教，选择学生感
兴趣的音乐教材，结合学生差异表现，选择不同教学方式，实现
音乐教学的创新，努力实现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目标。 

3.中职音乐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措施 
3.1 为学生创建有效的教学情境 
中职音乐教学过程中，必须发挥中职音乐教师的主观能动

性，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全面了解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内心变
化，感悟作者艺术追求、个性特征、时代特征背景等，通过生动
语言情感，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情境，并通过语言引导等方式，将
学生带入到情境中，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了解音乐作品，充分调
动学生听觉、视觉等感官，让学生对音乐作品更好的理解，掌握
作者的情感。另外，中职音乐教师，还可以充分的利用现代化技
术，包括多媒体技术等，为学生创设音乐教学情境，提升学生对
音乐作品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进入更深层次的学习。 

3.2 将美育教学引入到中职音乐情感教育中 
中职音乐情感教育过程中，引入美育教学主要是通过音乐艺

术形象，表达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音乐教育中，利用音乐附带的
艺术特点，充实学生内心世界，开阔学生的情感视野，丰富学生
情感，满足学生内心情感需求，让学生自觉的投入到音乐学习中
去，既能够发挥学生个性，同时还能兼顾整体的和谐，是学生发
现真善美的过程，让学生能够学会利用音乐表现美、创造美。作
为中职音乐教师，还应该对教材进行熟知和了解，带领学生一起
挖掘音乐作品中的内在美，提升学生生活审美情趣，并上升到人
格情操层面上。 

3.3 从学生兴趣层面入手 
中职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培养学生音乐学习兴

趣，保证学生能够在学习中更加主动、积极，教师为学生营造良
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提升自我音乐
能力，消除学生音乐学习过程中恐惧感，解除学生的心理障碍，
通过相互学习擦出情感的火花。从学生兴趣层面上，教师还需要
从不同方面引入不同的教学方式，切实提升学生兴趣。 

3.4 从心理学层面上开展情感教育 
在心理学理论中，情感的形成过程具有很大的迁移性，通过

泛化向情操方面升华，情感的迁移与泛化，是情感形成的重要途
径。在中职音乐教学过程中，以情生情是一种态度，是需要学生
通过感受、认知音乐，发生情感的迁移，丰富学生的情感积累，
对学生情感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进行音乐赏析教学，让学生
直接参与到音乐素材的搜集过程中，讲究教学的方式与方法，利
用生动活泼的语言鼓励学生，发挥学生主体性地位，调动学生思
维想象能力，创建民主和谐的氛围，也是实施情感教育的重要途
径。同时，教师还需要具有人本意识，将培养学生兴趣放到教育
的首要位置，帮助学生快速的实现目标，认真分析学生的兴趣爱
好、特长等，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将学生当作是不断发展的个
体，一切为了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4.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职音乐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音乐素

养和实施情感教育是新课程改革下必然的选择，是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素质教育工作推广十分顺利，中
职音乐教学中，必须注重学生情感培养，通过营造良好的氛围，
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原则，全面提升中职音乐教学效果，还
能陶冶学生情操，实现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良好目标。 

参考文献： 
[1]单静婷.音乐素养和情感教育在中职音乐教育中的分析

[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12(8):24-25. 
[2]刘一初.音乐素养和情感教育在中职音乐教育中的分析

[J].考试与评价.2016,23(9):99-101. 
[3]于静.论音乐教学对中职学生情感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

[J].安徽师范大学.2015,14(8):203-205. 
[4]张静.论中职音乐教育中音乐素养培养和情感教育[J].赤

子.2015,24(3):144-147. 
[5]温景波.中职音乐教育中音乐素养培养和情感教育探析

[J].通俗歌曲.2017,13(3):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