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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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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19） 

 
摘要：音乐作为高中教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艺术类学科，在培养学生的

艺术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以及缓解学生沉重的学习压力等方

面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音乐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高中音乐学科中包含了大量的民族音乐曲目和艺术作品，其学习可以有

效地促进学生想象的延伸以及知识的增长，使得高中音乐教学内容更加

丰富，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以及生化学生的精神情感世界。然

而大多数学生缺少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和热爱，影响了高中音乐教学效果

的提升，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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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在哪个教学阶段还是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兴趣永

远是支持学生不断前进以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的 佳动
力源泉。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音乐学科在高中教学体系中
的比重有所提升，人们越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以
及音乐鉴赏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发展。然而受到高中沉
重学业压力的影响大多数学生缺少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得高
中音乐课堂教学效果十分不理想。为增强音乐教学效果，教师应
当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注重教学方式的创新以及情感的深
入，促进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提升。 

一、当前高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在教学过程中缺少对音乐学科足够的重视。尽管素质教育

改革在高中教学体系中的深入使得音乐学科受到了更多人的重
视，但大多数学校和教师都未将音乐作为重点学科进行教学和讲
解，由于高考的压力影响，当前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的教学重点都
集中在重点文化学科的教学中，音乐学科仅仅作为培养学生歌唱
能力以及缓解学生学习压力的艺术类学科看待，音乐兴趣的培养
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高中音乐教学模式过于单一陈旧。课题的讲解和提出，音
乐作品的鉴赏以及学生的歌唱练习构成了高中音乐教学模式，单
一的课堂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思维的正常和发展，同时也限制了
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以及核心素养的提升。例如：在教学过
程中通常选取流行歌曲作为教学内容，对于民族音乐涉及的较
少，不利于拓展学生的音乐思维，也限制了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
养。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这一背景下，各种新式音乐类型不断涌
出，但是由于课堂音乐教学方式的单一、简单，导致学生在面对
多种音乐类型时无法进行有效的鉴赏。 

3.学生对音乐知识的学习缺少兴趣和热情。高中正是学生学
习压力巨大以及生活节奏紧张的阶段，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集中
在了文化课的学习上，对于音乐美术等知识的学习缺少足够的重
视和兴趣热情，对于音乐的学习更是缺少兴趣和热情，导致了高
中音乐的教学效果十分不理想。 

二、高中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 
1.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课堂互动活动 
小组合作探讨是一种新型的课堂教学手段，有助于实现师

生、生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老师在进行实际
的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培养学
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如：与学生进行《独
特的民族风》一课的歌曲欣赏互动讨论时，可以先组织学生进行
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让第一组的学生鉴赏蒙古族的歌曲，第二组
的学生鉴赏藏族的歌曲，第三组的学生鉴赏维吾尔族的歌曲，当
探讨完成后，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上台进行观点的自我表述，实现
高质量的音乐知识教学[1]。 

2.开展实践教学 
将音乐课堂理论知识与户外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可以

保证师生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在完成了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后老
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户外的实践课程，将学生带入轻松的环境之

中，鼓励学生将自己喜欢的音乐作为背景，进行唱歌、跳舞等表
演，实现师生之间的趣味性互动交流，老师在实践活动期间还可
以向学生讲解专业的音乐知识，在保证教学效率的同时保持学生
对音乐知识的兴趣[2]。 

3.改变教学手段 
高中音乐教师应积极进行教学思维上的创新，采用先进的手

法开展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摒弃传统教学中的不良教学模式，
努力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注重与学生交流时语言的
艺术性和趣味性，努力与学生形成良好的交流关系，提高学生上
课的专注度和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对于音乐知识的理
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性逻辑思维。通过创新性的教学手段，引导
学生积极的参与到音乐课堂之中。如：在正式上课之前可以鼓励
学生进行音乐实践表演，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使学生能够
全身心的融入到老师的教学活动之中，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提
升。 

4.丰富教学形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互动理念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老师应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对象，及时

了解学生现阶段的学习情况，进行良好的师生互动交流。如：在
对学生讲授完《现代京剧》这一课的鉴赏知识后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一场交流会，鼓励学生阐述自己心中的京剧，为学生创造反馈
的机会，及时了解学生的想法和知识的掌握情况。 

5.加强情感的渗入 
将教学内容进行趣味化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欲望，将教学方

式感情化可以实现师生良好的互动交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将
教学方式趣味化与教学态度情感化进行有效的链接，实现音乐课
堂的高效性。如：在向学生介绍《黄河大合唱》这一歌曲时，高
中音乐教师可以先用钢琴为学生演奏歌曲中的一段，激起学生的
学习兴趣，实现知识的有效学习，帮助学生提高音乐素养[3]。 

6.注重趣味性音乐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
热情 

高中的音乐老师在开展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充分借
助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的
参与到师生互动交流之中。如：在引导学生欣赏《梁祝》这一著
名乐曲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相关的图片，用竖琴和双
簧管做背景音乐，引导学生进入充满诗情画意的情境，与学生对
这首歌曲进行讨论。通过将优美的音乐与直观的图片进行结合，
可以保证师生互动交流的有效进行。在对学生进行《义勇军进行
曲》这首歌的教学时，可以在为学生讲解相关知识的同时为学生
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让学生充分的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想
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同时注意学生在观看之后的情感反馈，加强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实际的教学互动中老师还应将音乐知
识与其他文学艺术进行有效的结合，提高学生的音乐应用素质水
平。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阶段的学生已形成了完善的逻辑思维体系，

此时正是培养自身综合素养的黄金时期。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对学生提高音乐素养具有重要的作
用，因此，高中音乐教师在进行实际课程教学时，应努力为学生
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对音乐知识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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