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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怎样让初中学生进行音乐课的欣赏 
◆袁佳佳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随着新课程的开展，音乐课的教学模式也一直在改变：从一

开始的音乐课程转变到艺术课程，再到现在的音乐课程，我们的
音乐教育经历了几重改革，当然我们的音乐教学工作也有了很大
的变化。 

那么改革后的音乐课尤其是音乐欣赏课如何才能更好地抓
住学生的耳朵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的确，新课程改革鼓
励老师们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活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
新月异，给现代教育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给音乐教育
事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尤其是视听艺术、声像艺术，为音
乐教学扩大了容量和空间，丰富了教学手段，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但是自从提出了多媒体教学后，老师们似乎在上课过程中过分地
注入了音乐以外的东西。欣赏一段音乐以后，也要用一段视频来
吸引学生的眼球，以达到引起学生的兴趣的作用。音乐欣赏是以
听觉为先导，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各种要素的积极反应。也就是
说，让学生以音乐构成的各种要素为线索去听音乐。有的老师在
制作课件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去追求表面的新颖、动感等
效果，不注重实际，一心只想使自己的课“靓”一些，不管什么
教学内容，不管有没有必要，都要做课件。我听过一节课，授课
老师让学生欣赏舒伯特的《摇篮曲》时，将整个歌曲编成了一个
故事，音乐与动画同时播放，多媒体课件宛如动画片一般精彩，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娱乐
性，但是同时它也影响了学生专心聆听音乐，忽略心理学上的有
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规律。《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必须遵循‘以听为中心’的原则，把全部
教学活动牢固地建立在听的基础上。”“有时欣赏音乐时需要用语
言文字、图像画面等加以引导，但是这些辅助仅仅是一种媒介，
而音乐欣赏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倾听。”而该课中，“视觉刺
激”凌驾于“听觉刺激”之上，从而大大削弱了“听觉刺激”，
它留给学生津津乐道的只是“动画”的内容，而不会是音乐的旋
律，导致学生无法回答老师提出的音乐性问题，如，作品是几拍
的？有没有相同的旋律走向等。 

所以，引导学生一定要让学生“听之有物”，老师的提问一
定要能让学生有方向地聆听音乐的内涵，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教
学也一定要紧紧围绕教学目的，体现其合理性、实用性。只有找
准多媒体使用的最佳时机，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才能真

正地发挥其作用。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眼睛是无用武

之地的。只有把眼睛闭上了，耳朵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学生
才能用心去感受旋律的内容，去聆听音乐中所包含的情感和波
动。因为音乐是音响的艺术，更是诉诸听觉的艺术。物理学上讲
过，音乐是以声波为物质媒介，在时间中展开，随着声源的振动
在空气中产生声波，声波在周围空气中传播，在环绕听众的空间
回响。而中学音乐教学本质的方法就是让学生懂得去倾听、品味、
感悟音乐，培养学生倾听的习惯。那么音乐教学很自然地要立足
于听力能力的培养。生物学上也讲过，视觉神经先于听觉神经。
也就是说，学生在欣赏带有视频的音乐时，大部分的注意力会先
被视频吸引，而音乐则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画面的作用，这是音
乐课上很可笑的现象。记得，去年 4 月份左右，我在准备名为“春”
的公开课，但是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在音乐的进行过程中，插入许
多春天的图片，有春景、有春泥、有春草，还有精彩的春景视
频……认为这样学生便能更好地感受春天的气息。在给学生欣赏
音乐的过程中，我也提醒了学生注意音乐的力度、速度等音乐要
素。但是上完一个班的课后，我在学生的反馈中发现，他们在课
上的确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但是并不是从音乐中感受到的，而
是从图片中获得的。了解到这一信息，我马上意识到：这样的音
乐课是失败的。因为听觉在为视觉起辅助作用，本末倒置了。我
马上重新安排上课的程序：进入教室之前，请学生用 2 分钟的时
间在音乐教室外观察校园，感受春天的气息。继而用优美的语言
将他们引入到音乐中，在欣赏音乐前，提示学生注意音乐中的速
度、力度等要素对音乐形象的描绘有何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让学
生闭上了眼睛用耳朵去抓住音乐。音乐结束后，我发现很多学生
还沉浸在音乐中。他们对于我提出的关于“音乐要素对音乐所起
的作用”的问题，的确，他们的回答和上节课学生的回答是一样
的：音乐轻快、跳跃，体现了春天的活力和五彩缤纷。但是我从
学生在课后的反馈小结中了解到：他们闭上眼睛欣赏作品时，课
前在音乐教室外看到的春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
继而从我提示的音乐速度、音乐力度中继续探索为何这段音乐能
够描写春景。这“自然而然”四个字让我颇感欣慰，因为这些春
景是由音乐带动出来的；学生自我在音乐中探索更令我兴奋，因
为他们真正地在感受音乐，在分析音乐，从而能探索音乐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