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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初中音乐基础知识教学之我见 
◆瓦伦伊蓝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西瓦尔图中学  162881） 

 
摘要：音乐教育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

要内容和有效途径。音乐正是借助于有节律的音响运动，塑造艺术形象，

表达思想感情，晓之于理，动之于情，感之于心，寻之于行，在潜移默

化的熏陶中，净化人的心灵。所以，音乐教育活动不是孤立的艺术，它

本质上是一种依托于文化土壤中的情感教育。文章结合教学实践，从四

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在中学音乐课堂加强音乐基础知识的教学。  

关键词：音乐；基础知识；教学 

 

 

一代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
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孔子说：“兴于诗，立
于礼，成于乐。”这些名言都道出了音乐教育对提高全民素质的
重要性。中学阶段的音乐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激
发他们的审美情趣，使他们具备一定的音乐素质和审美能力。通
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们能够喜欢音乐，懂得音乐，欣赏音乐
和创造音乐。音乐基础知识正是通向音乐教育殿堂的桥梁，打开
音乐殿堂之门的钥匙。要想更深入的学习、理解音乐作品，更好
的把握、表现、创造音乐，必须掌握好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 

如何更好的搞好音乐基础知识教学工作，是音乐教育工作者
关心的一个大问题。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一、变静为动，突出音乐的形象流动性  
将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技巧相结合，

突出音乐的音响性、流动感，立体化的感知学习内容。  
（一）关于基本大调音阶。  
1234567 这是学生们一提到音乐首先会想到的一组音阶。但

是各音间准确的音高半音关系往往被忽略。我在教学中，首先利
用键盘挂图让学生清晰地看到黑白键的联系与区别，全音半音的
位置关系，建立起大调各音间“全全半全全全半”的音高关系。
然后老师用钢琴弹奏音阶，学生听辨音高关系的变化规律，随琴
轻轻哼唱。最后，辅以“柯尔文手势”来表演音阶，让学生们边
用手势表演，边随琴练唱音阶。  

（二）关于基本音符和拍子。  
基本音符和常用拍子是识谱、学习旋律的必备知识，单纯的

认音符学拍子是没有音乐的感染力的，只有将它们融进具体的音
乐作品中，才会富有音乐的灵动性、生命力。  

如：学习 拍子的歌曲《少年之歌》，教学中可安排这样几个
环节：  

1.学生听辨歌曲的节拍特点、鼓点规律。  
2.通过“咚哒咚哒”的鼓点，找到“强弱强弱”的二拍子变

化规律。  
3.近一步理解 拍号含义：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二拍。  
4.随音乐划拍，体会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时值

对比变化。  
5.边划拍边演唱，感受这首拍歌曲进行曲风格的节拍特点。  
二、以点带面，把握音乐的整体完整性  
在音乐基础知识的教学中，结合作品，找到很典型的知识点，

然后着重从这一点切入，让学生逐步理解掌握，层层推进，从而
更好的更完整的把握音乐作品。  

《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俄罗斯民歌。男低音独
唱，用低沉浑厚忧郁的音色，表现了俄罗斯船夫迈着沉重的步伐
拉纤，艰辛劳作的场面。在这首歌曲的欣赏教学中，我注重用识
别、体会力度记号来展开歌曲的教学。  

三、倾听感受，提升音乐的表现与创造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艺术的一切实践都必须依赖于听

觉。将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多变化手段和方法，紧密的围绕着倾
听和感受来展开音乐教学活动，才能更好的适应音乐艺术的规
律。  

（一）“听谱”教学。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重视“听”音乐，一般以听为主，以看为

辅，比如传统的“识谱”教学，在我的课堂教学中被称为“听谱”
教学。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一直坚持听谱教学，即学会唱歌后，
再教学生听唱曲谱、背唱曲谱，结果一年多下来，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许多学生能背唱好几首曲谱。慢慢地，他们也熟悉了音符
的唱名，并能把唱名与音高很好地联系起来，而且四分音符、八
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节奏也并不需要教师刻意去强加给他们，
他们学会歌曲后再听唱曲谱，自然很快便把握曲谱的节奏了。  

（二）节奏模仿与创编。  
学习基本节奏时，为加强学生的兴趣性，培养他们的节奏感，

我让学生去倾听去寻找生活中的声音节奏。如时钟滴答滴答的声
音，可以引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敲门的声响 ×××；维
族手鼓的典型节奏常常是 ××× ；还有较难掌握的×××，可
结合流行歌曲“花儿乐队”演唱的《嘻唰唰》，歌名在念时就是
这个节奏；反之前十六后八的节奏就像母鸡的叫声×××。 这
样的教学方式，每个学生都非常感兴趣，很快就掌握了这几种节
奏。在学生熟悉了基本的一些节奏型后，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节奏创编，节奏问答，律动表演等。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深
化了教学内容。  

四、参与实践，开拓音乐的广阔空间  
（一）开展器乐教学。  
将乐器引进课堂是强化音乐基础知识教学的最佳实践活动。

我校在初中二年级每个教学班开设了口琴课。学生们学习口琴演
奏的过程中，对所学的音乐基础知识有一个主动地延伸，只有准
确的读谱，把握好旋律的音高、节奏、速度、力度等相关知识的
基础上，才会提高他们的器乐演奏水平，提升学生们的音乐表现
力。  

（二）利用现代信息传媒。  
“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素质”是我们的教

育方向。正如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说：“为了了解
艺术作品，需要有崇高的爱并理解和声、旋律、节奏、声部进行、
音色和细微色彩作用。”在音乐基础知识的教学中，抓住音乐教
学的专业艺术特色，尝试多范围多角度的教学思路，多应用形象
化、直观化、立体化等生动的教学方法，充分运用讲、听、说、
练、演、编等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在音乐教育的愉悦中，
获得更高境界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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