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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初中音乐欣赏课中的有效聆听 
◆付丽娜 

（株洲市枫叶中学  湖南省株洲市  412000） 

 
摘要：新课标指出：在欣赏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聆听，积极参与

听觉体验，是音乐教学的中心环中心环节，也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扩

大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让学生学会聆

听，运用有效聆听，感悟音乐的真谛，是我们初中音乐欣赏课上的重要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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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新课标》中指出：音乐课程各领域的
教学只有通过聆听、演唱、探究、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
多种实践形式才能得以实施。因此，聆听是一切音乐活动的根本，
是重要的教学方法。 

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聆听？如何引导学生实现有效的聆
听？我谈谈我的感受和一些教学经验。 

何为聆听？“听”指的是用耳朵接受声音，是一种生理现象。
“聆听”指的是集中精力认真的地听，不光是生理的，更是一种
心理的活动。我觉得两者 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的去接受音
乐，而后者则是主动的去感受音乐。 

何为有效的聆听呢？新课标指出：在欣赏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自主聆听，积极参与听觉体验，是音乐教学的中心环中心环
节，也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扩大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感受能力
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当学生被动的用耳听音乐，不一定能够
听懂了，或者是体验到了音乐艺术之美，更加不可能产生情感上
的共鸣。当学生用心聆听音乐，让音乐融入心灵，才能真正感受
到音乐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这正是符合新教学课标的，也体现
了聆听的有效性。那么怎样在欣赏教学中实现有效聆听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无效聆听， 常见的现象就是学生倾听音乐
时常表现出的"放松或休息"、"无精打采"、"游离音乐"、"非完整
性体验"等不良状态。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单纯学生学习主观能
动性的原因，也有我们教师的一定责任。因为我们很多教师走入
了以下的误区： 

误区一：单一片面的欣赏音乐。很多老师在欣赏课上像一个
播放器，只是单一片面的让学生自己听音乐。不做多方位，多模
式的启发引导，这样的欣赏教学，根本不适用于初中的普通教学
中。长此下去，学生无论是学习兴趣，还是听觉思维主动性都会
慢慢丧失。欣赏课不能变成单一的“你放放，我听听”模式，而
应该多方面有机结合，比如构建起与其他艺术门类及其他学科的
有机联系等不同艺术门类的综合，在综合过程中对不同艺术门类
表现形式进行比较，拓展学生艺术视野，深化学生对音乐艺木的
理解。 

误区二：语言替代型的音乐课。很多音乐教师习惯于用自己
的语言来解释音乐，一节课只听到他一个人当主角，夸夸其谈了
大半节课，结果只留了一小部分时间去欣赏音乐，甚至有时候都
听不完音乐。这是完全违背了音乐课标中的价值观念，与新课标
中的教学目的背道而驰。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而非语言艺术。有
很多的音乐形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音乐欣赏课应该以听为主，
教学中要给学生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充分获得对音乐的直接经验
和丰富的情感体验。 

初中生既不像在小学时候那样，对自己的主观情感体验不
深，遇事会破涕为笑；也不像高中学生那般精练，遇事有着自己
的主张。他们经常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缺少一种情感意志
上的自主调控能力，相对来说，较多地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支配，
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循循善诱而且是有方法有教学目的的引导。我
觉得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1、创设情景激发兴趣聆听 
兴趣是学习 好的老师，我们在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

的兴趣，养成聆听音乐的良好习惯，逐步积累欣赏音乐的经验。
在听赏音乐的过程中，老师要为学生探求学习、创新学习创设良
好的情感氛围和环境氛围,让学生感性地接触音乐，再展开理性

的想象。应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鼓励学生
对所听音乐要有独立的感受与见解，帮助学生建立起音乐与人生
的密切联系，为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 

2、注重学生体验和感受 
音乐欣赏的目的是要让学生通过欣赏，感受音乐、体验音乐、

审美音乐，关注的是学生在音乐欣赏中获得了什么，而非是音乐
作品表达了什么。说白了，音乐作品只是一种媒介。每个人对乐
音的感觉敏锐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学生学习掌握一些乐理
及音乐理论方面的常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我的观点是在音乐教
学中，不能单纯的走马观花的欣赏，而是要充分揭示音乐的要素
（节拍、节奏、旋律、音色、力度、速度等）在音乐中的表现作
用，让学生亲身感受到音乐中 激动人心和极具表现力的部分。
当然灌输枯燥的、单纯的技巧和死记硬背的知识是不可取的，应
以整体的方式来体验音乐，将音乐要素贯穿在整个音乐教学的过
程中，而不是将音乐的各种构成元素支离破碎的讲授。 

3、聆听方法的多样化 
聆听音乐是欣赏活动的基本方式，如何培养学生专注地聆

听、聆听、再聆听呢？还必须重视欣赏音乐的参与形式。教学中
教师该如何安排进度，有所侧重地完成所有曲目的聆听，多样化
的聆听方法对于有效完成教学目标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聆听方
法其实就是教学方法。如分段聆听，比较聆听，重点聆听等等。
在对音乐主题的聆听上面，我们可以采用唱出音乐主题，用音乐
学具竖笛，口琴等演奏主题，甚至可以要求学生在听到音乐主题
后用形体来表现。教师一定要避免单一的从一而终的聆听，一遍
又一遍而没有层次感。 

4、聆听问题要设计巧妙 
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是引线，是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催

化剂”。 层层的设疑提问，不断把学生思维引向深入，是促进学
生积极主动探索新知，培养学生创造性想像力的一 把金钥匙，
它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
生的 求知欲和创造力。问题要体现梯度性，引导学生聆听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5、聆听时要注意教生互动 
在欣赏教学中，教师运用个人技巧展示音乐的魅力可以起到

激发学生审美兴趣，审美想象，审美能力的共鸣。而学生自主体
验创造感受音乐，也能让课堂的气氛更加的活跃。音乐是一度创
作，欣赏者才是二度创作者，因此，个体对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
只有课堂的主体和客体同时参与到音乐活动中，这节课才是成功
的。 

聆听伴随音乐始终，有效聆听也将伴随课堂教学始终。让学
生学会聆听，运用有效聆听，感悟音乐的真谛，享受美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