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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典音乐赏析教学的几点思考
陈国碧

贵州省钟山区德坞街道办事处马落箐小学　553000

摘　要：古典音乐具有非常独特的音乐魅力，其在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千年来，许许多多的音乐家为音乐事业奉

献自己的一生，无论是对中国古典音乐还是西方古典音乐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赏析价值，通过对古典音乐的赏析可以在灵

魂和思想上进行升华，扩大听者的音乐眼界，使得听者能够培养出更加优雅的性格，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

可以说，古典音乐对于培养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探讨关于古典音乐的赏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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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音乐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价值

（一）提升思想

高校教育普遍以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为重心，却往往忽

略了学生的艺术培养及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古典音乐作为艺

术殿堂的核心成员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有着重要意义，能

够帮助学生在文化涵养方面得到提升，在精神上为学生带来

饕餮盛宴，但文化涵养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需要不

断学习，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有助于智力二次开发

多项研究显示，音乐对人的大脑发育有着重大作用，简

单来说就是可以益智，所以很多孕妇以音乐进行胎教，促进

胎儿发育。高校学生多接触古典音乐可以提升自己的音乐品

位，再通过古典音乐教学，学习音律、音准、曲调等方面的

技巧。此外古典音乐中的不同乐器，例如钢琴、大提琴等，

也能促进人触觉方面的开发，让手指更灵活的同时也锻炼了

脑部，由此激发大脑神经，起到对智力二次开发的作用。不

同的音乐给人的感受不同，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也不同。通

过学习古典音乐，学生能拓宽自己的视野且在学习的过程中

感到身心舒适，而人的想象力在舒适的状态下能够得到极大

的开发，所以古典音乐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地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

（三）提升协作能力

所有的古典音乐都可以被称为经典，因为它们经受住了

时间的考验和洗礼永不过时，这与古典音乐的气势恢宏密不

可分。教学古典音乐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也有着巨

大的帮助，这是因为很多的古典音乐都是由一群人来完成的，

比如我们常见的交响乐、大型歌剧，中间会涉及各种不同的

乐器、指挥等等，一场精彩的古典音乐演出背后是无数艺术

表演者之间长久的沟通和配合。学生通过学习古典音乐可以

有效地和同学进行沟通并养成团队合作的配合默契，且古典

音乐抒情动听，能够给人以美好温暖的感受，对学生乐观心

态的形成也有着巨大帮助。在乐观积极的心态推动下，学生

自然而然对学习也得心应手，达到综合提高的目的。

（四）增强学生审美能力

很多人对音乐有误区，认为学音乐就应该要做音乐家，

不然就是白学，其实不然，人们学古典音乐可以使身心感到

舒适愉悦，并充实内心的情感，提升想象力。学生学习古典

音乐不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还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让

自己的情感变得更加纯粹，不为小事斤斤计较，提升自己的

审美能力。通过古典音乐的感染，学生的内心也更加平静，

不再透着一种浮躁感，有利于学生陶冶情操，实现自我价值。

（五）丰富教学形式

过去传统的教育模式大多忽略了学生除了专业知识以外

其他方面的培养，让教学课程的天平产生倾斜，出现结构不

规则的情况。在教学课程中增加古典音乐能够使过去单一的

教学内容变得丰富，活动也能更加多样化一些。学生有了更

多的选择，既能产生学习兴趣，又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二、中国古典音乐的赏析

中国古典音乐实际上是以古琴为主要的表现方式，经过

了文字谱、减字谱和工尺谱三个阶段，现阶段的中国古典音

乐使用规范的诸字来记录音高，以板和眼来记录节奏，对节

奏符号的记录则更加的完善。从古至今，实际上除了具体的

古乐谱以外，我国的音乐作品很多时候是和绘画作品和诗词

赋作品挂钩的，在这些作品中有大量描述音乐感受的意境。

对于我国的文人墨客来说，音和视觉是相通的，通过对情感

的调动是可以将音有效的联通视觉，通过笔触来将自己脑海

里的画面描写出来，这也是我国诗词歌赋与山水墨画如此优

美的原因之一。从李白的《蜀道难》到王居易的《琵琶行》，

实际上这些古词古赋都可以以一种有趣的韵脚“歌唱”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五音十二律、直音和腔音、泛音等

都具有极大的画面性，在欣赏的过程中不妨打开自己的视听，

让自己参与到音乐勾画出的场面这种，从音乐听众转变为音

乐“观众”，从而达到更好的赏析效果。

三、西方古典音乐的赏析

不得不说，现阶段说到古典音乐，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西

方古典音乐，而我国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人数也要远远大于

学习中国古典音乐。实际上，在赏析西方古典音乐的过程中，

听者是由远及近、循序渐进的感知到音符的美妙，而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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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听者也更好地去感知内心的情感并展开联想。也就是

说，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过程中可以充分地调动起人的五感，

而欣赏者将随着曲目的变化和曲调的变化不断地变化自己的

情绪，这种心理反馈就是受到了古典音乐的启发和引导。西

方古典音乐的欣赏是由低及高的，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听者大

多都完成了对情感的调动，通过音响材料来达到更好的情感

表达。而高级阶段则是在情感被充足调动的基础上，听者将

情感与自己的认知结合起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音乐深层所

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中，初级阶

段的听者可以感受到悲鸣痛苦，而高级阶段的人们则将更加

体会到在该作品创作年代人们普遍含有的一种迷惘、不知所

措的情绪，这就在现实层面又为该音乐增添了一层色彩。所

以实际上，要更好地赏析西方古典文化，听者必须要具备一

定的文化基础，最好是在听前做一定的功课，这样才能够听

到在曲中蕴含的更深层、更细化的感情。

四、当前古典音乐教育在高校的实施现状

古典音乐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对学生智力的开发等有众多的好处。古典音乐教育目前已在

高校取得了教学成绩，但学生在音乐爱好上存在差异且没有

乐理知识，音乐基础几乎为零，无法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

自然也不能体会古典音乐的魅力。而且一些高校对古典音乐

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较低，没有较好的师资力量，教学场地

也不够专业，无法体现古典音乐的价值。

五、古典音乐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融入学生生活

高校在制订古典音乐的教学内容时应当结合大学生的特

质，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欣赏素材都应该根据高校学生的年

龄来制订，以此寻求古典音乐与大学生思想的契合。可在当

下学生感兴趣的综艺节目、影视剧、动漫等音视频中找寻古

典音乐的踪影，在课堂上结合着讲解给学生。另外还要注意

学生的学习基础，因为很多学生的基础较差，所以在选取教

学内容时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增强其审美能力为教学

目的。

（二）丰富教学模式

古典音乐偏高雅，学生在刚接触时可能会觉得枯燥，感

到昏昏欲睡，因此高校在教学时应丰富教学模式，采取多种

教学方式，让学生对较容易地理解音乐内容，在快乐学习的

前提下提升自己的音乐涵养。例如，通过讲解故事、播放经

典音乐或经典电影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认识旋律、曲调以

及各色乐器的音色等等，也可以借助多媒体让学生积极展开

讨论，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让学生对音乐加以感受，提

高审美。

（三）实践教学内容

古典音乐与其他课程不同，学生可通过课外实践多参加

音乐活动，例如观摩歌剧、音乐会等，这对学生的组织能力

会有较高的提升，并使学生在观摩的过程中领略到古典音乐

的魅力。古典音乐是由多种乐器一起演奏产生的，学生或许

在最开始会对古典音乐感到枯燥或不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加深之后，再去聆听，会是一种极高的享

受，有时通过自己的想象还可以体会出许多原作者的感受。

学生在课下也可以自发组成音乐组合，一起练习乐器、排练

节目等，这会使学生的协作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如果能在校

庆等大型活动上演出，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学生

只有在学习理论的同时结合实践，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典音乐

的价值。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精神方面的追求也逐

渐变高，愿意去追求更高品质的享受，音乐是人类精神食粮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到古典音乐。古典音乐

教育的价值在高校中是其他课程无法代替的，它能够帮助当

代大学生较好地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增强自己的艺术涵养，

保持乐观的心态。高校应当重视古典音乐的课程并针对古典

音乐丰富教学模式。

五、结语

古典音乐的赏析对于世人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而本文

探讨了关于古典音乐的赏析，针对古典音乐的含义和赏析的

要求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两个

方面进行了阐述，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三点在古典音乐赏析中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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