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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 
◆黄  丹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四川成都  610100） 

 
摘要：在音乐教学过程中，音乐鉴赏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当前

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音乐鉴赏，能够让学生更好

的掌握音乐，激发学习动机，解决“高分低能”的现象，培养学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促进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高中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注重调整音乐作品难度，设计相应的情境，优化教学方式，要激发学

生音乐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效培养学生的鉴赏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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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音乐是素质教育中的核心教育内容，当前我国许多高中

学校的学生学习音乐的实际效果不好，经过多年的学习 后培养
出了许多的音乐“哑巴”，虽然能够基本掌握教材内所指出的内
容，但是并不能应用音乐、掌握音乐，这样的高中音乐教学全面
背离音乐教育初衷。音乐是一门重要艺术，具有很多方面美的元
素，高中音乐教师应该注重在教学中有效学生的鉴赏能力，让学
生真正能够掌握和应用音乐，促进学生综合音乐素养的提升。 

1 鉴赏能力培养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意义 
1.1 让学生更好的掌握音乐 
音乐教育在本质上就是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创造能力

以及表达能力。在新生入校之后，教师应当以 快捷、 高效的
方式，促使学生对音乐课程有初步的认识，并明确高中音乐的学
习作用。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教学课时非常短，这也就间接的提
高了对高中音乐教学的要求。对此，为了更好的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让学生更加了解音乐教学的 终目的、教学方式以及核心内
容，培养鉴赏能力便是 有效的手段之一。教师利用典型音乐作
为案例，给予学生讲解教学过程中的内容以及教学内容中的重
点，在提升学生对音乐教学兴趣的同时，让学生更好的了解高中
音乐。 

1.2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当前大多数学生虽然非常喜欢参与音乐教学，但是因为其他

课程的学习要求以及教学方式方面的枯燥性，导致许多学生对于
高中音乐课堂的学习积极性并不高，并且音乐内容与学生的文化
学习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音乐相对于常规课本而言，更加真
实、更加生动，对于学生而言也更加有魅力。在高中音乐教学当
中合理应用音乐进行文学性鉴赏教学，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积极性，还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设计教学活动，例如“观
后活动”、“观时活动”以及“观前活动”等，让各种音乐从艺术
作品转变为教学资源，不断富有教育意义[1]。 

1.3 有效解决“高分低能”的学习现象 
在传统的高中音乐教学中，模仿训练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大

多数教师都会让学生根据某一个谱曲进行模仿学习，并根据理论
知识对谱曲进行分析。但因为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因为通过考试，
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音乐学习只需要在高中结束时获得一个
“合格”即可，其他的没有什么用处，存在着错误认识。然而实
际上，在音乐的影响之下，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对音乐的理
解能力，还能够促使学生对乐曲表现方式进行深刻的记忆，从而
在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 

2 高中音乐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策略 
2.1 调整音乐作品难度，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 
为了更好的控制音乐作品的难度，需要尽可能采用形象鲜

明、重点突出以及结构简短的音乐作品，不断的培养和累计学生
对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并在鉴赏能力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
欣赏大型作品[2]。对于一些鉴赏能力、音乐基础以及感知能力较
差的学生而言，应当尽可能采用一些简单的音乐作为鉴赏对象，
例如采用《第五交响曲》进行鉴赏，培养学生对交响曲的基本题

材特征、发展历程等，促使学生对交响曲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和理
解。 

2.2 设计相应的情境，提高学生想象力 
根据音乐作品的特点，设计相应的情境，并通过情境进行教

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对音乐作
品的鉴赏积极性。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只能够意会
而无法言传的，音乐无法类似于绘画、雕像一样直接表现出相应
的内容，而需要借助节奏、音色、旋律等方式进行表达。对此，
为了有效的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需要根据音乐作品的特点，创
建相应的情境进行学习。例如在《白毛女》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借助创建意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并根据课堂舞台剧的方式扮演
相应角色，从而更好的鉴赏音乐作品。 

2.3 优化教学方式，突出学生主体思想 
在以往的音乐教育中，学生一般早遇到问题时就会条件反射

的找老师，这样的学习方式在思考时间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对此，可以优化教学方式，例如采用合作教学的方式，为学生创
建一个良好的合作、独立思考的氛围，鼓励学生先通过独立分析
之后，将无法解决的问题进行合作分析，借助这样的方式不仅能
够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想象力[3]。例如在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小提琴协奏曲鉴赏中，可以先让学生收集
故事的背景资料，并从音乐作品对整个故事进行分析和探讨。在
鉴赏的过程中，不断的穿插乐曲结构、节奏以及旋律的讲解，不
仅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同时还可以强化学生的鉴赏能
力。 

2.4 注重了解学生，激发音乐欣赏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要想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高中教师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必须要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找准
学生兴趣点，使学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提高音乐教学质量。为
了准确把握学生的兴趣点，教师可以通过调查摸底的方式来了解
学生的音乐兴趣，很多学生喜欢通俗音乐和流行歌曲，但是缺乏
基础的音乐知识，如学生听过一些名曲后很少能说出歌曲的作者
与名称。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对优秀的通
俗音乐进行欣赏，如鼓励学生推荐一首通俗歌曲，利用 5～10 分
钟的课堂时间进行倾听，让学生介绍该歌曲创作的背景和流行的
原因；然后将该歌曲和教材中的经典名曲进行比较，为学生讲解
经典名曲经久不衰的原因，促进学生音乐审美高度的提升。只有
学生发现和掌握音乐之美，对音乐中美的技能进行感受，才能产
生音乐学习的兴趣，提高对音乐的认识，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4]。
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设计探究性强的教学问题，指导学生
利用不同的形式感受和体验音乐之美，如绘画、色彩、线条和节
奏等，或者是有意识引导学生进行创作，如创编丰富的故事、自
填歌词等，这都可以引导学生在兴趣中鉴赏音乐。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音乐教学当中，必须要坚持培养学生的鉴

赏能力，促使学生对音乐作品形成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良好环境
下主动去探索和学习音乐，提高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不再认为
音乐是高尚而无法攀登的，缩短与音乐的距离，促使学生真正的
乐于学习音乐，切实掌握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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