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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探究 
◆戴铮铮 

（广东省中山市桂山中学） 

  
摘要：作为高中音乐课堂的重要教学任务、核心教学内容，鉴赏教学当

中的审美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极为关键的。有效且高效的审美教育

可以让学生的音乐素养获得质的飞跃，也可以让学生的核心素养获得有

效的提升以及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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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高中教育教学中，倡导教育者从素质教育入手，对
学生的素质展开全方面且多角度的培养。而音乐更是一门与审美
素质密切相关的课程，教育者以审美教育为切入点，对学生加以
引导，在有效的审美教育下，让学生的审美水平以及审美能力获
得有效的强化，甚至还可以带动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优化。 

一、从兴趣入手，强化音乐感知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声音的艺术，“音乐的本质就是重复”

当通过不同形式重复感受音乐时，才能记住音乐主题，有了记忆
才会有兴趣，所以音乐的感知极为重要，它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
的过程，更是一个从“聆听”到“感受、分析、分享”的过程。
而音乐包含的节奏、旋律、和声、调式、曲式等要素，相对于高
中生来说却是复杂而生涩的，需要有一个不断吸收、不断内化的
过程。高中学生平时接触的音乐多为动感、华丽、富有现代感的
流行音乐，要通过短暂的 40 分钟、节数不多的音乐课堂学习，
去接受音响效果比较质朴、旋律比较陌生的古典、民族音乐，去
沉静认真的聆听、感知和内化这些音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怎样才能够更有效的让学生去感知和内化这些质朴、陌生
的课堂教学音乐呢？“激发兴趣”、让学生“愿意听、乐意听”，
是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审美教育的关键。 

例如，在《鼓乐铿锵》章节中，教材是山西绛州鼓乐改编的
《滚核桃》，但是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对这样的民族器乐曲
子并不熟悉，自然也就很难提起兴趣，如果以这种学习状态进行
音乐鉴赏学习，鉴赏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教育很难达到理想的效
果。通过播放学生耳熟能详的统一绿茶广告《秦王点兵》的鼓乐
视频来导入课程，起到了激发学生对陌生的绛州鼓乐学习的兴趣
和热情的作用，并对后续的审美教育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从内容入手，优化音乐体验 
我们都知道，高中音乐教材当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审美有

关的内容。因此，高中音乐教师在开展鉴赏教育时，可以在这些
美学元素的引导下展开。这样一来，高中音乐鉴赏教学当中的审
美教育就可以更具针对性以及方向性，也可以更具目的性以及有
效性。因此，教育者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灵活以及有效的处
理，不需要过于传统，甚至还可以适当的调整和补充其中的一些
内容，搜集一些符合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抓住学生好奇心，富
有时代感的音乐或视频来补充课堂教学。 

例如，教育者可以从“时间维度”入手，将教材当中同一时
期的内容进行编排，让鉴赏内容更具条理性和有序性。这样一来，
教育者在开展审美教育时，也不会出现层次不清、条理不明等问
题。其次，教育者还可以从“空间维度”入手，将教材当中同一
区域的作品进行合理的编排。例如，将信天游、花儿等西北地区
的歌曲编排在一起，对它们进行有序的感受和分析，了解信天游、
花儿的演唱形式、基本结构及风格特征等西北音乐共同的审美特
色。 

除此以外，高中学生通过小学、初中的课堂学习，通过个人
音乐及文学接触，对音乐、文学作品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和积累，
因此，高中音乐教育工作者便可以通过中外音乐作品及文学作品
的结合，引导让学生感受音乐与文学相似的韵律之美。 

三、打造环境，引导想象 
无论是学校的整体环境，还是课堂的音乐气氛，都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环境媒介。教育者在开展音乐鉴赏教学时，如果想对学
生进行更加高效的、高质量的审美教育，便需要将环境媒介作为
切入点，并引导学生展开更加深入的想象以及联想。 

以“国之瑰宝--京剧”这一单元内容为例，教育者可以通过
校园广播的戏曲播放，在校园内营造出与京剧有关的氛围；在课
堂中展示京剧图片、脸谱工艺作品、京剧名家演唱视频片段；通
过老师的演唱、学生的学唱京剧实践，让学生直观的欣赏和感受
京剧的魅力所在。在良好环境的加持下，高中音乐鉴赏教育当中
的审美教育便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除此以外，教育者还可以通
过对音乐设备、音乐器材、现代技术进行恰当且充分的利用，让
音乐课堂更加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四、语言多样，充分表达 
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在聆听音乐、欣赏音乐时，往往会跟着

音乐的节奏以及旋律进行律动。根据这一特点，教育者在开展高
中音乐鉴赏教学时，便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对学生开展审美教育。
相对于口头语言来说，肢体语言更加的生动化和趣味化，也可以
让学生更加投入其中、乐在其中。 

例如，教育者在开展鉴赏教学当中的审美教育时，可以组织
学生开展一些兼具实践性和趣味性的音乐活动、音乐游戏，比如
节奏游戏、简单的阿卡贝拉小曲来进行多声部演唱合作，让学生
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寻找节奏韵律之美、感受音色协调之美、体
会多声部和声之美，从而真正体验并获得审美素养、音乐素养的
全面发展。在高中音乐课堂上，教育者在开展鉴赏教学中的审美
教育时，还必须充分的明确自己以及学生之间的角色定位，将音
乐课堂尽可能的还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让学习
者可以将口头语言、肢体语言、表情语言融合为一体，从而达到
审美教育的理想效果。 

总结：总而言之，作为高中音乐课堂上的核心内容，鉴赏教
学自然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而作为音乐鉴赏教学中的重要
元素，审美教育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高中音乐鉴赏教
学过程中，教育者必须开展有效的、高水平的审美教育，以此来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音乐、感受音乐、欣赏音乐。教育者可以从
兴趣、环境、内容、语言等多个方面入手，对审美教育过程进行
全面的优化，使学生的音乐学习质量可以直线提升，音乐素养和
审美素养可以稳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高效的、高水平的审美教
育还可以促进中国音乐、世界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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