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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乐感的方法 
◆陈  曦 

（吉林省蛟河市新农九年制学校  132500） 

 
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润物细无声”

的特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尤其是发展想象力和创
造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幸福的情感世界，陶冶高尚的情操；
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能力，塑造健全
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等等，这正是“良好的乐感” 好的诠释。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乐感”是十分必要的。 

一、歌曲教学中乐感的培养 
歌曲在中小学课本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是经过音乐教育专家

精心挑选出来的，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歌曲中各种表现手段、
整体风格及音乐形象的准确把握是培养乐感的重要环节之一。如
旋律与节奏的重复、变化音与装饰音的运用、速度与力度的变化
等等均可作为培养学生乐感的一个个“亮点”，教师在备课时应
善于寻找并抓住这些“亮点”，设计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方案，使
学生产生期盼的心态，真正让学生的眼、耳、手、口、脑等器官
协调参与，让学生的乐感在轻松、愉悦的情境中得到熏陶。例如
在教授意大利船歌时，首先播放歌曲录音，以船歌本身摇曳动荡、
悠游自在的艺术吸引力去感染学生，引起共鸣，激起学生“我要
学”的愿望；其次，在识谱视唱的过程中，展开研究性学习，从
细微入手，与学生共同挖掘出歌曲的旋律进行的方向、各种音唱
法的对比等难点，并用生动的语言、灵活的方法，协助学生结合
歌曲分析他们的表现意义，加深对音乐表情的认识，感受那委婉、
柔美的旋律美，贴切地表达出歌曲明朗热情的情绪；在此基础上，
抓住三拍子歌曲强弱弱的强弱关系，体会仿佛连绵不断、起伏不
定的微波，而乐节高点上的延留音，使波峰、波谷愈加分明••••••学
生自然的晃动着身体，展开想象和联想，仿佛自己真的置身于荡
漾的碧波上体会歌曲所描绘的优美意境，“良好的乐感”也在不
断升华。 

二、欣赏教学中的乐感培养 
音乐是一门流动的艺术，人们往往很难把瞬间即逝的一个个

音乐片段连起来，这就影响到对全曲的把握和理解，更别说联想
和想象了，所以在平时的欣赏教学中就应更多地注重乐感的培
养。对于学生来说，乐感的培养是从兴趣开始的，应从“短小精
悍、形象鲜明”的优秀作品入手，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入，配以多种教学方法，并用精辟的讲解、

关键性的启发等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联想、想象，以加深对音乐
作品的理解。 

欣赏教学以聆听为主，并可与讨论、评价、绘画、表演等手
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音乐中来，学生良好
乐感的培养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器乐教学中的乐感培养 
一些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界杯等等的比赛间隙都会插入一

些音乐，渲染气氛，可见音乐对于生活中各种活动的影响也是不
可或缺的。在教学过程中，器乐进课堂，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比平时更主动去聆听、比较，找出节奏、音高的异同。
领悟和谐、完美、统一而具有立体感的音乐美。这样，既给音乐
课添加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又给大多数学生提供另外一种提高
音乐素养、增强自信的机会，更有利于学生间合作精神的养成，
对于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与完善的性格，塑造健全的人格都有着
很大的作用，乐感的培养也就水到渠成了。 

四、课外音乐活动中的乐感培养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指出：“兴趣的源泉还

在于把知识加以运用，使学生体验到一种理智高于事实和现象的
‘权利感’。”对于培养良好的乐感来说，课外音乐活动是学校音
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课堂，教师可根据需要组织合唱、编排
舞蹈、指导器乐、欣赏名曲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既是表
演者又是欣赏者，也是指导者、创造者，通过自己的练习表演去
发掘美、表现美，进而创造美，这对于他们的“良好的乐感”的
形成和提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些综合美感的熏陶下，他
们切实感受到失败和挫折，也享受到成功与快乐，在获得美的体
验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品质。“心
中充满音乐的人才会对 美好的东西充满爱”（柏拉图语），而“灵
魂里没有音乐，或是听了甜美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都是擅
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人”（莎士比亚语）。因此教师应充分认
识到培养学生良好乐感的重要性。作为教师，要不断学习先进的
教育教学思想，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给
他们充分的空间、充足的时间、表演的“舞台”，激发他们的学
习热情和兴趣，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乐感”敞开联想与想象的大
门，为他们将来成长为新世纪创新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