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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的实践探讨

马林

四川龙邦教育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初中阶段是学生审美意识和情感态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美育功能。然而，

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往往重视技术性的训练，忽略了对学生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的培养。为了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关注如何在音乐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美育教育能够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和体验，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培养情感表达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学习，获得审美享受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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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

审美视野、提高其审美情趣，还能促进他们的情感体验和

情感态度的发展。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欣赏、

声乐表演、音乐创作等活动，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妙魅力，

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通过融入美育教育，

初中音乐教学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参

与度，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的培养。

一、美育思想溯源及音乐学科的基本属性

自人类出现时就有了音乐，音乐教育也随之出现。夏

商周时期，统治者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这个时期的音乐

教育以为统治阶层服务为主要目的。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其中对音乐教育审美思想的论述，可

以看作音乐教育走向系统和完整的开端。孔子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有影响力的音乐教育家。“仁”

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也是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和

出发点。孔子最早关注到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论语·泰

伯》中提到，“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主张“以美导善”，通过音乐教育，实现“美”与“善”

的统一，培养审美能力，陶冶审美情感，最终具备“仁义”

思想。

音乐学科具有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创造性，这

些特性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新课标中，

“以审美为核心”这一教育理念，明确规定了中小学音乐

课程的功能、性质、目标、方法等内容，明确指出中小学

音乐学科教学的方向。音乐学科的人文学科性质有利于学

生音乐文化素养的提升。音乐通过联想来凸显自身的审美

性，通过音高、音色、节奏、旋律等的变化，将音乐的情

感表达出来，引起情感共鸣。音乐的审美性就是通过音乐

教育来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陶冶情操，激发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等。音乐学科与其他

学科不同，其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音乐注重内容

与形式的统一，而这一观点由孔子提出，称“尽善尽美”，

此思想逐渐被人们丰富，形成了美育教育。在美育视野下

进行初中音乐课程教学，通过音乐课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创造美的能力，以此实现新课标所规定的教学目标，使学

生能在音乐课程学习过程中实现全面发展。

二、初中音乐教学实施学生美育教育的意义

（一）提高音乐感受力

初中是学生全面提高学习能力的关键时期。因此，在

中学阶段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促进学

生的音乐感受能力。由于初中是一个对学习非常敏感的时

期，也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

让学生进行音乐教学，可以提高他们的音乐感受性，让他

们对音乐更为敏感。与此同时，音乐中还包含着许多优秀

的传统文化，因此，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也从某种

意义上继承了传统文化。所谓的音乐感知力，指的是一种

对音乐有一种感觉，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可以在欣赏一首

乐曲的时候，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样就能让他们从音乐

中领悟到音乐所要传达的意思，加强学生对音乐感受，提

升他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

（二）促进音乐审美力

由于初中阶段的学生主要是在美育的范围内进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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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培养，因此，从美育的角度来看，将对音乐的鉴赏

与理解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在美育领域中的审美能力。

在中学阶段，可以借助美术学科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进行音乐教育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的过程中，可以将

对音乐的欣赏和鉴赏能力融入其中，同时，还可以让学生

在音乐中享受到音乐所具有的特殊美感。这样才能提高自

身的审美观。这是因为，在普通的教室里面，老师并不是

很重视学生的审美观。但是，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美育

却是一种隐性的“隐性”状态。在班级音乐课上，老师只

对学生进行基本的音乐技能和歌唱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了

学生的审美能力。因此，将初中音乐素质的培养与美育领

域进行恰当的结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学生的音乐乐

感，提高自身的整体美感。

（三）提高音乐创造力

艺术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的想象与创新能力的延伸科

目，在普通的美术课程的学习中，不仅要重视学生对美术

技能的掌握，还要重视学生在学习艺术过程中所产生的想

象与创意。在普通的音乐课上，老师们只是一面倒的追求。

学生对音乐技能的把握，不太注重学生的音乐创作。因此，

在与审美视野相结合的情况下，应该更倾向于提高学生在

音乐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在中学的音乐学习过程

中主动提高自身的音乐素质，同时还可以提高他们对音乐

的创作能力，激发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三、在初中音乐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的策略

（一）注重培育学生的音乐兴趣

在初中音乐课程活动中，教师要通过融合音乐教学和

美育教育的形式培育学生的音乐兴趣。在音乐课程教学开

展伊始，很多学生都是满怀浓厚的兴趣和饱满的状态参与

学习活动的，但是经过学习音乐理论知识、技能，再加上

很多乐器的学习周期比较长并且学习难度比较大，很多学

生逐渐丧失了参与音乐课程活动的自信心，更无法深入感

知音乐作品中蕴含的人文元素、审美元素，不利于发展、

提升学生的音乐学科综合素养。因此，教师要激发学生参

与音乐课程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为学生营造愉快、轻松的

音乐学习氛围，鼓励学生用心感知音乐作品，尽情表达自

己的观点、情感、想法，让学生感知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

是美好的，进一步培育学生聆听、演唱、鉴赏音乐的习惯，

实现音乐教学活动和美育教育的深度整合。同时，教师要

注重“循循善诱”，无论是演奏教学、识谱教学还是乐理

教学，都要采用激励、诱导、启发的形式，让学生先浅层

化地理解音乐知识、乐理知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让他

们深层次地鉴赏、感知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人文价值。

（二）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提升学生的音乐感知

能力。一方面，教师要引领学生充分、自由地聆听音乐作品，

确保学生始终处于积极体验、乐于探究的学习状态，促使

学生积极实践、想象，从中收获愉悦的审美体验、感受，

提升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教师要善于为学生营造温馨、

感性的音乐聆听氛围，全面分析学生的音乐喜好、品位，

实现延伸、拓展课内音乐素材，让学生深刻感知聆听音乐

作品的趣味性，锻炼他们的想象及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实

现个性化成长和发展。同时，教师要把联想、想象贯穿于

音乐体验活动中，鼓励学生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示聆听到的

音乐作品，如学生可以用舞蹈动作、经典诗句等方式抒发

自身的真实情感，用心表达自身对于优质音乐作品的理解、

感知，促使学生在交流活动中逐渐提升音乐感知能力。另

一方面，教师要把握音乐细节，引领学生感知音乐作品的

情绪、形象、结构、风格，通过对比赏析的形式实现音乐

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水平及

音乐感知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

在开展初中音乐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培育

学生良好的音乐创作能力。首先，教师要带领学生用心探

索音乐作品的声音，拓展、延伸音乐创作语言，激发学生

的创造潜能，让他们从中获得更多启发、感想，获得独立

创作的自信心。教师要引导学生用心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事

物，挖掘生活中的美，以此作为创作的切入点，通过自主

制作乐器的形式，模仿大自然、生活中的声响，锻炼学生

的音乐审美观、创造力及感知力。其次，教师要通过即兴

创作的形式锻炼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奥尔夫曾经说过：“要

注重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创编能力。”同样，教师可以

通过即兴创作的形式锻炼学生的想象能力、创编能力，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演奏实践活动、歌唱活动，借助歌唱、语言、

动作的方式，从中获得创编感想、启发，增强学生参与音

乐创编活动的成就感、自信心。最后，要想培育学生良好

的音乐创作能力，教师还要通过创作实践活动的形式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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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探索、挖掘，进一步增强音乐教学的创造力，提高学

生的音乐素养与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美育教育不仅能够丰富音乐教学内容、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还能促进学生的情感体验与情感态度的

培养。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教学内容，灵活运用美育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使之真

正融入到音乐教学的方方面面，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希

望本研究能为初中音乐教师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支持，促进

美育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更深入应用，推动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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