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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段凌云 

（易门县方屯中学） 

 
摘要：目前农村有 85%的初中学生父母常年在外，孩子缺少亲情的关怀，

成长中的心理需求无法满足，造成不少学生孤独、自卑、封闭、虚荣、

过于敏感、过分自尊、盲目交友等，甚至让个别学生产生仇视心理。一

些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由于经济条件宽裕，造成学生生活上追

求享受，学习上怕吃苦头、不思进取、自由散漫、懒惰贪玩。这部分学

生中多数学习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和刻苦钻研精神，在生活、学习中往

往缺乏热情和爱心，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其中不少学生不

能善待他人，也不能善待自己。要使学生成才，首先要使学生成人。因

此，人文素养从小抓起，提高初中学生的人文素质就显得十分必要。如

何在音乐教学中提高农村学生的人文素养，本文从音乐欣赏、音乐故事、

音乐实践三个方面做了具体阐述。音乐课程是一门人文课程，以动人的

课堂教学，让学生的情感世界得以纯洁化和高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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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
处理人际关系”。 目前农村有 85%的初中学生父母常年在外，孩
子缺少亲情的关怀，成长中的心理需求无法满足，造成不少学生
孤独、自卑、封闭、虚荣、过于敏感、过分自尊、盲目交友等，
甚至让个别学生产生仇视心理。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
由于经济条件宽裕，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给孩子拿钱方面十分
慷慨，无计划、无节制，由于学生缺乏一定的理财能力和自控能
力，他们自恃家长有钱，模仿大人请客过生日，花钱请人做作业，
久而久之，生活上追求享受，学习上怕吃苦头、不思进取、自由
散漫、懒惰贪玩。这部分学生中多数学习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和
刻苦钻研精神，在生活、学习中往往缺乏热情和爱心，形成了以
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其中不少学生不能善待他人，也不能善
待自己，稍不遂意就发脾气，伤害他人，打骂、群殴、出走、自
杀、杀人等事故时有发生，以至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引起了
家长、社会、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我们常说，要使学生成才，
首先要使学生成人，如果没有人的尊严，不尊重他人的尊严与权
利，就是再有本领，又怎能善待别人呢？因此，人文素养从小抓
起，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就显得十分必要。 如何在音乐教学中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无
论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
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传播
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
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  

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
化和历史内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人文素养体现在人身上的往往是一种内在美，或者说是心灵
美，而内在美则需要更高的思想修养与精神境界去把握。在音乐
教学要让学生认识到外在美、形式美，但更应侧重的是对于内在
美的揭示和培育。音乐是积聚灵感、催发情感、激活想象的艺术，
它是实施美育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们不
仅能感受到其中的诗情画意，而且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一、在音乐欣赏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音乐欣赏的过程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是情感的艺术，它的

魅力在于能给人们驰骋想象的空间。任何一首歌曲或乐曲都是艺
术家的情感产物，它通过音乐特有的方式来表现，或活泼或婉转
或庄严或凄凉的情感，使人们受到美的熏陶，情感的陶冶。充分
挖掘音乐形象中的情感因素，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
去体验音乐中的情感，使学生的情感体验在音乐的审美实践与创

造中逐步发展与丰富。  
音乐欣赏对于我们的审美能力、感性思维、认知能力、判断

能力以及品味的提高都有帮助。我们不仅从音乐中认识到文化的
丰富，也无形中使感情受到启发，开启聪明，陶冶心灵，培养高
尚的人格。比如在欣赏《爱的奉献》这首歌时，因为这首歌曲对
同学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在我播放第一遍的时候已经有同学小声
哼唱了，在听完第一遍以后，我让同学们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同
学们说这首歌曲就是呼吁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再次
聆听，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这一首歌的意境和情绪，感受爱的平凡、
无私和博大。这一堂课，课堂格外安静，孩子们的情感完全被我
的感情牵引着，连平时爱在课堂上捣蛋的学生也一个劲地深情地
望着我，他们也体会到了爱的价值。  

二、在音乐故事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
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
的强大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音乐是人类情
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音乐表现形式都包含着特定的情
感和思想，学生可通过音乐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
学习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能力，
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情操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故事对孩子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好的故
事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打动人心、感动你我。在我们的音乐课本里，
有许多歌曲讲述的就是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在或激昂或悲伤
或欢快的音乐旋律中，我们不仅听到优美的旋律，还能在歌词里
听到动人的故事，并能从歌曲的故事人物形象中学习他们勇敢、
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等高尚情操。音乐把学生带进一个鲜活的故
事世界，在听、看、想多种感官的活动过程中，了解故事内容，
感知人物的品质，从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例如《唱脸谱》，这是京剧曲调跟流行音乐巧妙融合风格的
歌曲，在歌曲中引入京曲调，属于“京味歌曲”，通过欣赏脸谱，
使学生了解脸谱是中国京剧中的一种脸部化妆方式。并通过学唱
《唱脸谱》，让学生了解中国国粹与流行歌曲的巧妙融合，从而
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艺术的兴趣，进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三、在音乐实践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音乐课的教学过程就是音乐实践的过程。学生是自主、独立

的个体，是有感情、有个性、有灵性和创造性的个体。在音乐课
中，生动活泼的音乐表现和创造活动，能够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
和创造冲动，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使他们
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  

在音乐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开展一些音乐游戏
活动，当学会一首歌曲时，可以让学生自编动作上台表演，扮演
与情景相适应的各种角色，使音乐更为形象、富有真实感，让学
生在探索中不断发现新的思路，在“玩”中认识、体验创造音乐，
培养他们的各种表现力。同时让学生在音乐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角色的情感，领悟角色的高尚品德，从而延伸到自身生活实
践中。  

音乐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音乐与相关艺术和文化的
融合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
养的学习领域。它有助于扩大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
音乐的体验和感受，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
美的能力。改进美育教学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音乐
课程是一门人文课程，以动人的课堂教学，让学生的情感世界得
以纯洁化和高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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