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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教学中学生乐感及鉴赏能力的培养 
◆郝伟伟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5000） 

 
摘要：音乐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一门艺术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音乐也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诸如抒情，摇滚，嘻哈等多个

风格，并且在当今的高中教育中，音乐课程已经从最初的可有可无转变

为学生成长经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而在高中音乐课程中，对于学

生乐感和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方面应当进行重点加强，这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全方面进行提高，更可以帮助学生再高中时期进行完整的人格建设。

本文主要论述了高中音乐教学中学生乐感及鉴赏能力的基本性质及其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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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音乐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适当的音乐欣赏不仅可以起到调剂生活，放松身心，开启智慧，
有益身心健康，甚至还能净化人的灵魂。而高中作为每个人接受
教育最重要的的阶段之一，合理的音乐教学是高中教学必不可少
的成分之一，高中音乐老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的时候，
应该注重对于学生乐感的养成，同是应该加强学生对于音乐艺术
方面的鉴赏能力，让同学们增强自身音乐修养的同时，懂得什么
音乐是好的，正能量的，在学生对于音乐欣赏的选取上做出适当
的引导。这两点是高中音乐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老师
应当不断在教育活动中多加观察，积累经验，进行分析记录的同
时做出经验总结，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前时代潮流的有效教学
方法。 

二、培养学生乐感 
1.演唱练习 
音乐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演唱歌曲，而培养乐感最简单

基础的办法恰巧也是对歌曲的演唱，所以想要在高中音乐教育活
动中培养学生的乐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课堂上增加学生
演唱训练占据整个课堂时间的比重，可以让高中音乐教师在选择
练习曲目是多花一些时间，多选取节奏性强烈的曲目，最好是老
师可以在选取好适当的曲目后，想让学生对其进行欣赏，再用清
唱进行适当练习，最后再进行加入伴奏的练习，对于任何歌曲的
演唱来说，其自身节奏都是其重中之重，一个良好的节奏可以让
整个演唱过程保持连贯性和流畅性。一旦学生对于歌曲演唱的节
奏把控不足，就会出演唱的声音参差不齐，断断续续等一系列问
题，严重影响听众的视听享受。 

2.教师指导 
在高中音乐教学活动中，由于高中生的年龄阶段特点，每一

个学生对于音乐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进行欣赏音乐是，
老师应该针对不同学生在音乐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喜好和天赋，
对其进行与之对应的独立性引导，音乐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每
一种音乐风格都包含着不同的艺术格局，所以每一种不同的音乐
风格对于每个不同个体都有不同的音乐体验，所以这就对老师的
专业性以及老师对学生提点观察分析能力提出了要求，老师应当
不断在日常音乐教学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加深其对学生在
音乐方面了解程度的认知，并作出对应的正确引导，针对高中生
当前阶段的年龄特点，适当给学生推荐对其更具备吸引能力的流
行性音乐，注重音乐中的时尚与流行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
效增加学生对于音乐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学生的培养乐感方面
有很大加成。 

3.实践表演 
任何练习都是为了最后的演唱，所以老师要在高中音乐教学

活动中渗透一定的实践练习，老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在台上进行歌
曲演唱的方式对学生施以实践练习，这样的音乐教学实践活动可
以增长学生对于音乐方面的认知，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同时加
强音乐素养，积累舞台经验，当然在实践活动中，老师在对学生
进行引导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其自行发挥的空间，过度的监管会压
制学生自身对于音乐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学生提高自身

乐感同时增强学生的全面素养。 
三、增强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所有的人最开始接触音乐都是通过对音乐艺术的欣赏来进

行认知的，增强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于合唱
水平的提高，而只有让学生懂得了音乐表演中的优劣，才能看清
楚自己歌唱中的优势与不足。学生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同时提高
自身音乐素养和自身音乐鉴赏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学生才可以对
自身合唱水平和演唱技巧方面有完整认知，知道自己的不足，并
加以练习，达到修正自身的效果。所以可以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开
展适当的欣赏音乐环节，在欣赏音乐，享受音乐的同时，加强自
身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同时加强合唱者自身的音乐水平，然后
加以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切实加强自身合唱水平与素质。 

四、结语 
合理的音乐教学是高中教学必不可少的成分之一，高中音乐

老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的时候，应该注重对于学生乐感
的养成，同是应该加强学生对于音乐艺术方面的鉴赏能力，在高
中音乐教育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乐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课
堂上增加学生演唱训练，不断在日常音乐教学中加强与学生的互
动交流，加深其对学生在音乐方面了解程度的认知，并作出对应
的正确引导，针对高中生当前阶段的年龄特点，适当给学生推荐
对其更具备吸引能力的流行性音乐，注重音乐中的时尚与流行元
素。渗透一定的实践练习，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同时加强音乐
素养，积累舞台经验，当然在实践活动中，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引
导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其自行发挥的空间，过度的监管会压制学生
自身对于音乐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而有了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
学生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同时提高自身音乐素养和自身音乐鉴
赏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学生才可以对自身合唱水平和演唱技巧方
面有完整认知，知道自己的不足，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
练习，达到修正自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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