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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中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的策略研究 
◆贾媛媛 

（保定唐县第五中学  072350） 

 
摘要：音乐素养是学习音乐的综合素质，是音乐基础课和必修课，它包

括读谱、视唱、听音、节奏、和声、写作、音乐欣赏和音乐史等多方面

的综合理论基础。作为农村初中音乐教师，应该按照当前素质教育的基

本要求，努力体现教育的全体性、基础性、发展性、全面性和未来性，

素质教育就是要针对学生的未来和社会的未来。文章重点就农村初中学

生音乐素养培养的策略进行研究分析，以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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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的城市和农村的教学设备上的差距相差无几，但是音乐

学科教师和家长的素质参差不齐，差别较大。有不少农村学校的
音乐课都是有语数外教师兼教的，家长也不乐意自家的孩子在学
习音乐方面浪费时间，更谈不上花钱带孩子去参加社会上的艺术
培训班了。另外，各个学校对音乐学科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没
有针对性的考核，综合以上诸多原因，音乐学科的教学质量自然
就比较低了，长此以往学生的音乐素养惨不忍睹，容易造成音乐
学科教学上的恶性循环。 

1 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无论当下什么样的教育形式，作为学校、作为教师都应从思

想上重视起来这门学科。要让自己的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一群
只会考试的书呆子。作为学校首先要多为学生创造一些机会和平
台，如多举办一些歌咏比赛，大型文艺汇演等，其次要大力改善
音乐设备条件，最后是对学生实施综合性评价。作为音乐教师也
要真正让音乐这门学科进入学校的主课堂，不能受以上现状的影
响只把音乐课当成“娱乐课”，随便听一首歌、唱一首歌就行了。 

2 用教师的音乐素质带动学生 
教学中值得学生信赖和崇拜的还是教师个人所具有的音乐

素质，教师要在课堂中时不时的展示自己的专长给学生，激发他
们学习音乐的兴趣。学生大多喜欢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和蔼可
亲的老师，这样他们才会崇拜你，受到你的熏陶和感染，并自觉
地向着教师学习，比如有的音乐教师，特别擅长声乐，尤其是上
唱歌课的时候，听他唱一首歌曲，学生对音乐就亲近了许多。有
着某种专业特长的音乐教师，往往没有过多的环节和过多的招
式，就能直接把学生领到音乐里面，和他们一起感受音乐之美，
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创设情境，感受音乐美 
优美流畅的音乐使人心旷神怡；欢快跳跃的音乐则令人轻松

愉快；缓慢低沉的旋律往往令人沉思忧伤。不同的音乐情境会带
给人不一样的心情感受，而在音乐课堂上美好的音乐和教师富于
艺术化的渲染，会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音乐之美，得到心灵
的净化，实现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学生有了体验，才会对音乐
作品产生兴趣，才会从其它要素入手，理性地感知音乐。若学生
在课堂中学习或欣赏曲子前对这段音乐毫无理解，或是教师所创
设的情景错乱，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在音乐鉴赏课堂中，学生欣
赏古筝独奏曲《渔舟唱晚》时，教师从情感切入引导学生欣赏，
让学生闭上眼睛，教师用富于感染力的语调、有节奏的语速描绘
一幅画面：“明月当空，优美宁静的江面上，渔民们满怀丰收的
喜悦，荡桨归舟，渔舟飞扬……”顿时一副流动着“渔舟唱晚”
的画面出现在课堂每个人的意象里，而教师创设的情境正是对
《渔舟唱晚》时而平静、时而激荡的旋律的补充，让学生很快投
入到音乐活动中，这就为下一环节的教学做了情感铺垫，大大有
利于学生感受音乐美。 

4 结合教学内容，参与审美体验 
音乐教学中所有的内容都具有体验性、操作性和审美性，教

师在音乐教学中要善于结合教学的内容，不断为学生创设音乐审
美的艺术环境，引导学生去体验，让学生通过自主性的音乐欣赏，
获得审美的感知，比如在欣赏《念故乡》时，用语言描述这首歌
创作背景，原名为《自新大陆》是德沃夏克的巅峰之作，这部交

响曲反映了一个捷克人对美国这个“新大陆”所产生的种种印象
与感受，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德沃夏克从黑人音乐和印
第安人音乐中得到启示，吸取养料，创作出自己的旋律。《自新
大陆》第二乐章的主题是思乡，其浓郁的乡愁之情，恰恰是作曲
家本人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切怀念。身在异乡为异客，德沃夏克时
时刻刻都在怀念伏尔塔瓦河畔自己的故乡，让学生随着语言联想
作曲家本人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之情，接着运用多媒体播放
家乡的美丽图片。对歌曲背景的讲述，对音乐画面的观看，让美
的情境不断在学生的脑海中浮现，不断加强学生对美的感受能
力。 

5 开展创造性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创造是初中音乐教学中极为重要的

一项教学活动，开展音乐创造教学有利于学生审美创造能力的培
养，教师应该将音乐创造教学渗透到欣赏、歌唱、器乐演奏、律
动等教学活动中去，做到任何教学活动都体现出审美创造的原
则，如在学习歌曲的同时或学会歌曲以后，启发引导学生依据歌
曲的主题、情绪、意境即兴创编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以律
动、表演、集体舞等形式表现歌曲。 

6 引领想象联想，培养鉴赏能力 
音乐艺术具有非语义性和非具象性，因此音乐很难表现出复

杂、抽象的东西，不能像小说、散文那样用形象性的文字描写出
精彩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那么如何让学生在
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呢，这就需要教师能
够引领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了，比如在欣赏古琴《高山流
水》时，这样导入：同学们，高山流水非常之美，作为古典名曲
的《高山流水》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讲述的故事吸
引了学生，也为他们的音乐欣赏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学生在
琴声中听出了高山的雄伟气势，听出了无尽的流水，也感受到了
一种知音难遇的慨叹……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潜在感情与
音乐所表达的感情相互交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让学生联想到
很多，也获得了审美的愉悦。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课程设置中，音乐课是非常必要的。音乐

教学促进学生审美意识提高，音乐教学能够充分陶冶学生的情
操，同时初中音乐教学对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意识的
塑造是非常有效的。音乐教学对学生素养的培养，能够促进学生
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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