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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usic teaching should embody and contain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art, so that students can feel the beauty, understand the beauty, and receiv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ubtly in the edification of enjoying th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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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教学过程应体现和包含艺术的美感，使学生感受到美，理解到美，

在享受美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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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前言中指出： “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

的学习内容和途径……，" 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课又是音

乐教育的主要内容，它对于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

念和能力，启迪学生的智慧，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起着重要的作用。

音乐教学过程应体现和包含艺术的美感，使学生感受到美，理解到美，在

享受美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审美教育。

1  用音乐培养学生的美育，首先要培养学生的
“音乐感”

在进行创新教育的工作中，我们不能只是传授给学生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音乐素质，开发他们的“音乐感觉 "。只有提高了音乐素

质，培养了“音乐感觉 "，学生们才能真正会欣赏音乐、运用音乐、感受音乐，

并从中得到美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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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过音乐技能的针对性训练，开发学生的 “立乐感觉 "

音乐感觉，是人对音乐表现的深层次的理解，高境界的体现，或言之，就

是激情。在教学中，通过对比的方法，让学生明白“音乐感觉 " 是许多音乐家

成功的基石。要开发学生的“音乐感觉 "，首先应从技能训练开始，比如：用竖

笛演奏《送别》，这首歌曲的旋律是大调式，4/4 拍中速，表现朋友间依依不舍

之情。如果学生不按要求做，那么他的笛声就没有感染力，缺少“音乐感觉 "。

如果学生按要求准确运用节拍的特点 ， 以及旋律线的起伏，表现作品的内涵，

那么他的笛声就会使人联想到朋友间依依惜别的情景。所以，只有良好的音乐

技能基本功，才能更好地表现音乐作品，才能有“音乐感觉”。

1.2  通过对音乐技能的反复训练，开发学生的 “音乐感觉 "

坚持进行课前两分钟的“听音 " 训练，收效良好。虽然音乐只有七个基本音，

可这七个基本音又分为高、中、低。要想使学生真正喜欢音乐，首先应该让他

们知道这七个音的音高概念。能够唱出准确的音高，他的歌声就不会跑调，这

不但培养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还较好地开发了学生的“音乐感

觉 "。

其次，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节奏感。在学唱歌曲时，先进行节奏练习。例如《小

背箩》这首歌的节奏出现了不常用的十六分符点音符，可先进行节奏的训练。

一方面解决了难点，一方面又加强了节奏感。只有准确地把握节奏，才能更好

地表现音乐作品。

第三，任何一首作品都有固定的拍号，拍号表示节拍的记号，而节拍则表

示强拍与弱拍以一定的次序循环重复。在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击掌为重拍，开

掌为弱拍的方法来训练学生的节拍。

第四，音乐符号的正确使用，能使音乐作品完美的再现。在音乐作品的艺

术处理方面，让学生根据所标示的符号，先对作品进行艺术处理。比如：歌曲《接

过雷锋的枪》中，三个“学习他的旋律，音调逐步提高、上移，力度也逐步加强。

学生演唱时，如果没有突出这一特点，就显得平淡无力，不具有号召性。这种

情况下，可提示学生要正确使用符号，然后再根据对比的方法，让学生明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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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符号的正确使用能使音乐作品得到完美的表现。这样，不但加深了歌曲的印象，

同时得了良好的 “音乐感觉”。

1.3  通过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使学生的“音乐感觉 " 得

到升华

教材中所选歌曲、乐曲之所以能给人美感，给人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是

因为作曲家创作出的这些优秀作品，具有丰富的生活基础。在学唱歌曲之前，

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说说对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对作者的创作思想的

理解，然后再针对学生讲的内容给予补充。在完整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最后进

行歌曲教唱，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文学修养，同时

也使“音乐感觉 " 得到升华。

2  创设视觉美的环境

音乐是表现情感的艺术，创建富有音乐性美感的环境，通过视觉唤起学生

的音乐情感，有利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表现。

2.1  创设有音乐美感的环境

音乐室是音乐学习的重要场地，适当的教室的布置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如：

在墙壁上张贴音乐家的画像、音乐知识挂图、有趣的力度图、起伏跳动的各色

旋律线，以及各种各样的乐器。富有音乐特色环境的布置，可引起学生视觉美感，

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仿佛沉浸于音乐的殿堂中。 

2.2 创设与音乐相吻合的美的画面

根据直观性原则，可以帮助学生对音乐形象进行想象。例如在学歌曲时可

通过与音乐形象相吻合的美的画面，用视觉美加深对美的感受，以加深对音乐

作品的理解。如“过新年 " 一课，在教学中可根据歌词内容，在导课时画一幅图画：

有几个小朋友在敲锣打鼓，有的放鞭炮，有的耍龙灯，有的在捂着耳朵。通过

这样一幅简笔画，学生马上领会歌曲的意思。又通过老师的提问；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心情怎样？他们是过什么节日的？这样对演唱情绪也理解了。看着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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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生们触景生情，美感油然而生。所以设立美的画面能帮助学生体验美。

3  在教材中发现美

音乐教学是通过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来进行美育的，而教材是教学的主要

依据，只有发现教材的美，才能理解音乐内涵的艺术美，才能使学生得到美的

熏陶。

3.1  挖掘音乐的思想内在美

教材要内容全面，题材多样，体裁丰富。既有抒发爱国主义热情赞美幸福

生活，也有表现儿童生活情趣赞颂高尚品德的作品。有细腻恬静的抒情歌曲，

也要有充满哀伤的乐曲。教材中也应有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各种中

外优秀歌曲 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感受各样作品的思想内在美，以受到美的教育。

3.2  挖掘音乐艺术美

音乐又是诉诸情感的艺术，离不开表情达意，因此人称音乐为“情感的语言 "，

而这个语言又离不开音乐要素的表现，所以要挖掘音乐中艺术美。如：和声的

色彩美，节奏节拍的结构美，力度速度的变化美，音乐音区的表现美一一这都

是理解艺术美的依据，在引导学生分析理解音乐作品的过程中，掌握音乐知识

和技能的训练，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就感受理解了音乐的艺术美。

4  体现音乐教师的形象美

音乐教学实践是通过教师创造性的劳动，使学生学会用音乐语言表达情感，

陶冶情操。老师在和学生长时间地接触中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启发学生

的音乐美感起着直接的作用。

4.1  语言美

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表述思想的工具。音乐教学应采用以“动 " 为主，以

情感人的教学方法。富有艺术性和趣味性的语言能唤起学生的美感，如运用儿



·27·
浅析学习音乐美学对音乐教学工作的意义2019 年 7 月

第 1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mur	 https://doi.org/10.35534/mur.

童的语言进行教学；运用精炼的故事导人新课；运用生动优美的诗朗诵启发讲

授新词；用生动活泼充满情趣的语言进行传授……总之，教师语言生动、形象、

精炼和充满音乐艺术的感染力，可提高学习热情，启迪心灵，激发美感。

4.2  范唱范奏美

歌曲的音乐形象建立在词曲统一完整而又鲜明的艺术形象上，教师用形象

的范唱伴奏，把音乐作品所表达的音乐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充分发挥

歌曲音乐形象的感染力，使学生在学歌过程中得到情感的深化。范唱范奏的美，

能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感受完美的音乐形象。因此老师准确完美的范唱，能够

把音色形象直观再现出来，这样除了能给学生美的享受外还能激发兴趣，引起

共鸣，使学生能够准确地表现 音乐的艺术形象。此外．符合音乐形象美的范奏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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