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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音乐鉴赏能力，促进学科核心素养

王宝玉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华园小学，江苏省，苏州市，2153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小学教育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文化课

程学习，也要致力于艺术类课程的渗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小学音乐对于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格塑造

以及情操陶冶有着重要的意义，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成为了音乐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基于此，

本文致力于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来促进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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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鉴赏能力作为音乐核心素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小学阶段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要深刻地认识到“音乐教育”与“唱歌教学”

之间的区别，不能仅仅让学生掌握一首歌的演唱方式，

还要让学生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文化之美，体会到音乐文

化带给人心的震撼，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学科兴趣，

促进音乐教学的有效性。素质教育强调关注学生个人的

发展，而不是过分地追求考核成绩，在音乐教学中也要

遵从这一教学理念，以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发展促进学

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1 小学音乐核心素养的内涵概述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能够满足自身学习发展以及社

会对人才需求的核心品格和必备能力，由此可知学科核

心素养是学生学习某一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小

学音乐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教学工作要围绕“以音乐

为本，以育人为本”的原则开展，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学

习态度、音乐理解能力、文化审美以及音乐鉴赏能力的

培养。也就是说教师要摆脱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让学

生真正成为音乐的感受者与鉴赏者，在音乐学习过程中

强化对音乐知识的兴趣，全面提升音乐综合素养。

2 培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策略探究

2.1 创设音乐情境，激发学生音乐兴趣

情境教学能够创设良好的音乐学习场景，帮助学生

直观清晰地完成对知识的学习掌握。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的提升，需要以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为基础，然后教师

在课堂中创设适合教学氛围，让学生通过聆听欣赏、学

习音乐作品背景知识等方式与歌曲之间产生共鸣。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能够逐渐表达出内心对音乐作品的真实

感受，从而实现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

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教师

要在日常授课中不断渗透各个种类的音乐作品，让学生

在多种音乐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提升审美能力。举例而言，

在学习《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曲时，教师可以在课

件中插入一些傣族人民生活娱乐时的文化场景以及地

方特色风景，并链接一些相关的视频，让学生在直观地

感受傣族文化知识的同时，营造出良好的音乐学习氛围。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在学习歌曲的时候能够更好地理解

歌词中的描绘的“凤尾竹”“葫芦笙”“男女彼此爱慕”，

从而融入个人情感，形成良好的音乐兴趣，长此以往有

助于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2.2 展开生动联想，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在小学音乐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注重调动学生的多

个感官，既要让学生在听觉上欣赏音乐的美感，也要帮

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画面，引导学生根据歌曲的内容展

开生动的联想，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教师可以让学生

通过朗读歌词或者跟着音乐小声哼唱的方式，加深对音

乐作品的理解，在脑海中将冰冷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画面。

受知识储备和年龄阅历的限制，小学生可能无法准确地

用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感受，这就要求教师要及时进行引

导，让学生结合联想到的画面从旋律和歌词两个方面去

体会音乐的内容。举例而言，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时，这首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所迸

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可爱勇敢的人们为了祖国浴

血奋战。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以及浓郁

的民族特色。为了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教师要充

分调动学生的联想能力，根据歌词在脑海中刻画出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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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英勇无畏的形象。比如在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学生在脑海中就应该呈现出革命军人冒着炮火冲

锋的画面，战士们在悲壮的歌声中为了理想和信仰前进。

2.3 引入生活内容，拉近与音乐的距离

在小学阶段的音乐知识中，大多数音乐作品与现实

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观反映，例如

《小花猫和小老鼠》就是对生活中常见小动物的反映，

《春天来了》则很好地展现了春天的美景与生机，《大

麦号子》则是对现实生活中劳动场景的讴歌。而小学生

大多数知识来源于自身真实的生活经历，教师如果能够

将音乐作品的教学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将现实生

活中的场景作为教学资源，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举例而言，在学习《堆

雪人》这首歌的时候，教师可以进行提问“大家喜欢冬

天下雪吗？在下雪的时候有没有堆过雪人呢？”学生经

过讨论后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置于冬天白雪飘飘

的场景中，在唱歌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抒发自身的情感。

当唱到“圆脑袋，大肚皮，白胖的脸笑嘻嘻”时，教师

还可以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堆过哪些好看的雪人。这种

将现实生活与音乐教学相融合的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对

《堆雪人》这首歌曲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让学生能够

从新的角度去理解音乐，促进学生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

2.4 融入乐器伴奏，全面学习知识技能

学生的音准水平是提升音乐鉴赏能力的重要途径，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引入乐器伴奏来辅助音准教学，

提升学生的音高意识和鉴赏能力。钢琴作为小学音乐课

堂中的常客，有着固定音高的特点又为学生所熟知，非

常适合用来帮助学生练耳，提升学生的乐感。举例而言，

在学习《水乡外婆桥》这首歌时，教师可以先利用多媒

体为学生播放一遍，让学生在 MV 视频中体会江南水乡

的风味，产生演唱学习的探知欲望。接下来教师可以用

钢琴为学生进行伴奏演示，让学生直观地感受曲子的标

准音乐。最后教师可以利用边弹奏曲子，边要求学生进

行跟唱，使学生的音准得到有效的校正。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既能学到演唱技巧，也能学习器乐的相关知识，全

面提升知识技能，为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3 运用陶行知教育理念融入小学音乐教学

3.1 创设音乐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创设音乐生活情境，通过生活化

的音乐情境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使小学生感受

生活中的音乐美。教师可以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进

行导入歌曲，创造生活化的音乐教学氛围。教师还可以

借助多媒体播放一些生活中的声音，音乐以生活的方式

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加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

例如，《嘀哩嘀哩》这首歌唱的是少年儿童寻找春

天的故事，在学习这首歌前，我借助多媒体来创设生活

情境，我借助多媒体播放了一些春天的图片，并提出问

题：同学们，春天是什么样的？谁能说一说？学生回答：

小树长出了新的嫩芽，小草从土里钻了出来，小河里的

冰解冻了……我引导学生：春天代表着生机与活力，春

天的万物开始复苏。我们一起听《嘀哩嘀哩》这首歌，

来跟随着歌声找一找春天吧。学生听歌曲，并简单说一

说歌中的内容。我提出问题：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学

生回答：这首歌曲的情绪是活泼、欢快的。这节课通过

创设音乐生活情境引导小学生运用语言来描述美丽的

春天。学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3.2 借助音乐欣赏教学，体验音乐的律动之美

教师要重视音乐欣赏教学，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旋

律美，通过聆听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师要重视培养

小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引导学生通过律动的方式来感知

音乐。教师要带领小学生品味歌曲的情感以及歌词，帮

助学生理解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
[2]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

体来展示歌词中的描述的画面，引导小学生感受音乐所

呈现的意境。

例如，在上《顽皮的小闹钟》音乐欣赏课前，我带

到课堂上一个小闹钟，并展示了小闹钟秒针行走的声音、

上发条的声音以及闹铃的声音，通过使学生聆听闹铃的

声音来创设情景，为学生听乐曲做铺垫。我播放音乐，

学生听这首音乐，感受、体验音乐，并感受乐曲的情绪

变化。学生听音乐，我提出问题：大家听到了哪些熟悉

的声音？学生回答出上发条的声音、闹铃的声音以及秒

针行走的声音。我引导学生仔细听这首音乐，说一说上

发条的声音一共出现了几次？秒针行走的声音出现了

几次？你听到了哪几种打击乐器？学生仔细聆听这首

音乐并回答。学生选择合适的打击乐器来模仿小闹钟行

走的声音，在宽松、愉快的氛围中学生了解了小闹钟的

声响。学生通过身体律动来表现音乐，理解音乐所表现

的情绪。这节课学生通过聆听、体验、理解、表现音乐

来感受这首音乐的节奏，学生运用打击乐器、表演等方

式来进行表现，感受到学习音乐的乐趣。

3.3 开展音乐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教师要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歌曲应用到生活实际中，

引导学生体验到音乐的价值。教师要鼓励学生参加演唱、

跳舞等音乐活动，在音乐活动中掌握音乐节奏，增强对

音乐的感知能力，通过音乐实践活动获得经验。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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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学生小组唱、合唱、对唱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

或者通过演奏乐器引导学生体验音乐之美
[3]
。

例如，在音乐教学时，我重视将音乐和舞蹈结合起

来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魅力。在学习完《丰收之歌》这

首歌曲后，我引导学生创编动作通过律动的方式来感受

这首歌曲的欢快情绪。小学生们分组表演，通过动作来

表现劳动的场景。学生运用铃鼓、碰铃等乐器为歌曲伴

奏，跟随歌曲的节奏进行歌唱、表演。学生们通过唱歌、

跳舞，在欢快的歌声中感受到人们的劳动的快乐和丰收

的喜悦。我向学生介绍了丹麦的《丰收舞》，并示范了

两种舞步，学生分组进行排练。又如，在学习完《红星

歌》这首歌曲后，我组织全班同学进行合唱表演。学生

在合唱的过程中感受歌曲的雄壮风格，学生边唱歌边做

队形的变化，感受歌曲的节拍。学生通过合唱、走队形

的方式来感受进行曲的特点。这节课学生运用肢体语言

来表现歌曲中的小英雄形象，通过歌唱、表演的方式来

提升小学生的爱国情感。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充分地感

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提升了自身的表演能力。

小学音乐教师要挖掘生活中的素材，借助生活素材

对音乐课堂教学进行补充，教师可以选择学生熟悉的生

活素材来引起学生的共鸣
[4]
。教师加入与学生生活相关

的元素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教师挖掘生活化的

音乐教学资源，借助生活中的素材使学生感受到音乐是

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增强学生的音乐学习积极性
[5]
。

例如，在学习《我们的田野》这首歌曲时，我借助

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了田野的风光图片。学生观看美丽的

风景图片，感受歌曲的旋律美。学生听歌曲，我提出问

题：听《我们的田野》这首歌，这首歌中描绘了怎样的

田野风光？学生听歌曲，并回答：碧绿的河水、稻田、

雄鹰……我引导学生跟随歌曲轻唱，体会歌曲表达的情

绪。我提问：这首歌给你怎样的感受？学生回答：这首

歌给人的感受是优美、抒情的。在学习完这首歌后，我

给学生布置了作业：画一幅自己家乡的画，表现出家乡

的美。这节课我借助生活中的田野风光图片来进行导入，

引导学生感受田野风光的美。学生听歌曲感受歌词中美

丽的田野风光，感受歌曲的旋律美。

小学音乐教师要重视陶行知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

运用。教师在教学时要将音乐和生活相结合，通过创设

音乐生活情境、开展音乐欣赏教学、组织音乐实践教学、

挖掘生活中的音乐素材等方式来开展生活化的音乐教

学。教师要引导小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感受生活的乐趣，

使音乐课堂富有生活气息。教师可以生活化教学，创建

轻松、有趣的音乐课堂，使小学生喜欢上音乐学习，并

在生活中感受音乐之美。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要致力于学生音

乐核心素养的发展来制定教学策略。音乐鉴赏能力的培

养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以及对音乐文化的

热爱，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教学切入点，来促进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综合发展。具体而言，教师可以从创设音

乐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应用生活化教学资源

以及融入乐器伴奏等方面开展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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