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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审美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作用

盛元瑾

南方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本文深入探究音乐审美教育于音乐教学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细致分析音乐审美教育对学生音乐感知、情感体验、

创造力激发以及文化素养提升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明确其在音乐教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研究显示，音乐审美教育不仅极

大地丰富了学生音乐学习的体验，还全方位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助力学生在音乐学习进程中收获审美愉悦并实现精神层

面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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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承载着人类丰富

的情感与思想，具有超越语言和文化界限的强大感染力。音

乐教学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技能的传授，其核心目标在于培

育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引领学生探索音乐世界的美妙与深

邃。音乐审美教育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于音乐教学的

各个环节，对学生的音乐学习之旅以及个人的全面成长发挥

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能够引领学生深度感知音乐的魅力，

透彻理解音乐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点燃学生内心对音乐的热

爱之火，从而全方位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与综合能力。在当

今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音乐审美教育在音乐教学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音乐审美教育提升学生音乐感知能力

1.1 增强对音乐要素的感知

音乐由众多关键要素有机组合而成，其中旋律、节奏、

和声、音色等构成了音乐的基本架构。音乐审美教育宛如一

把精准的钥匙，能够帮助学生敏锐地开启感知这些要素的大

门。以欣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例，在音乐审美教育

的精心引导下，学生仿佛能够亲耳聆听命运的敲门声，深刻

感受到那极具震撼力的节奏。作品中节奏的强烈对比，时而

如汹涌澎湃的海浪，时而如沉稳有力的鼓点，这种鲜明的强

弱变化以及旋律的跌宕起伏，都能被学生清晰地捕捉和体

会。在日常的音乐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巧妙地选取不同风

格、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组织学生进行聆听与分析。引导

学生仔细辨别作品中的节奏特点，如爵士乐中复杂多变的切

分节奏，或是古典音乐中严谨规整的节拍；深入剖析旋律的

走向，是上扬的充满希望，还是下行的略带忧伤。通过这样

的教学方式，逐步提升学生对音乐要素的感知能力，使学生

逐渐学会从音乐的基本构成中精准地发现美。

1.2 提升音乐感知的敏感度

长期沉浸于音乐审美教育的氛围中，学生对音乐的感

知敏感度会得到显著提升。他们如同训练有素的音乐家，能

够敏锐地察觉到音乐中那些细微的变化。例如，在一场交响

乐团的演奏中，学生经过审美教育的悉心培养，能够精准地

分辨出小提琴那明亮而富有穿透力的音色、中提琴温暖而醇

厚的音色以及大提琴深沉而庄重的音色之间的微妙差异。同

时，对于演奏者在力度上从极弱到极强的细腻变化，以及速

度上从舒缓到急促的巧妙调整，学生也能清晰地感知并领会

其中的艺术魅力。以弦乐四重奏这种室内乐形式为例，学生

在音乐审美教育的熏陶下，不仅能够区分不同乐器的音色特

点，还能深刻领略到它们在合奏时相互交织、相互呼应所产

生的丰富而和谐的音响效果。这种对音乐感知敏感度的大幅

提升，使学生在欣赏音乐作品时，能够获得更为细腻、更为

丰富的审美体验，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音乐世界中。

2.	音乐审美教育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2.1 引发情感共鸣

优秀的音乐作品宛如一座情感的宝库，蕴含着创作者

深厚而复杂的情感。音乐审美教育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

游，能够引导学生深入这座宝库，探寻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情

感内涵，进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当学生聆听肖邦的《夜

曲》时，在音乐审美教育的精心引导下，他们仿佛能够穿越

时空，与肖邦一同置身于那个宁静而又略带忧郁的夜晚。学



教育探讨 7卷 2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306

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宁静、忧郁与浪漫交

织的复杂情感，仿佛自己的内心也被那轻柔的旋律所触动。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生动地讲解作品的创作背

景，让学生了解到作曲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以

及情感状态，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

感。例如，在介绍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时，

教师向学生讲述柴可夫斯基晚年生活的坎坷与内心的痛苦，

学生在聆听作品时就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悲

伤、绝望与挣扎的情感，进而与作品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2.2 拓展情感表达

音乐审美教育不仅赋予学生感受他人音乐作品中情感

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极大地拓展学生自身的情感

表达能力。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演唱、演奏等实

践活动，将自己对音乐的独特理解与丰富情感融入其中。例

如，在演唱一首抒情歌曲时，学生经过音乐审美教育的系统

培养，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歌曲的情感基调，是欢快的喜悦，

还是深沉的思念。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声音技巧，如音量的

控制、音色的变化、节奏的把握等，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而

生动地表达出来。这种情感表达能力的提升，不仅仅在音乐

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生的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

也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学生能够更加

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他人建立更加深厚、真挚的情感

联系。

3.	音乐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创造力

3.1 激发创新思维

音乐审美教育宛如一阵春风，能够吹散学生思维中的

迷雾，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音乐

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广泛接触到各种风格迥异、形式多

样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犹如一把把钥匙，为学生打开了一

扇扇通往不同音乐世界的大门。例如，现代音乐中的无调性

音乐，彻底突破了传统音乐的调性规则，以其独特的和声结

构和旋律走向，给学生带来前所未有的听觉冲击与全新的音

乐体验。这种新颖的音乐形式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音乐的可能性，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积极鼓励学生对已有的

音乐作品进行大胆改编、重新演绎。比如，让学生尝试将一

首古典音乐作品改编成现代流行风格，或者将一首简单的歌

曲用不同的乐器组合进行演奏。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激发

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3.2 鼓励原创音乐创作

音乐审美教育能够在学生心中种下一颗原创音乐创作

的种子，激发学生对原创音乐创作的浓厚兴趣与强烈渴望。

当学生在音乐审美教育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音乐审

美能力和扎实的音乐知识技能后，他们内心深处会自然地萌

发出一种用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表达内心想法和情感的强

烈愿望。教师在音乐教学中，可以巧妙地引导学生从丰富多

彩的生活中寻找灵感的源泉。例如，让学生根据自己一次难

忘的旅行经历创作一段旋律，或者根据一首优美的诗歌谱写

一首动听的歌曲。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指导

与鼓励，帮助学生克服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学生在原创

音乐创作的实践中，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无限的创造力

充分地发挥出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这些原创作

品不仅是学生音乐学习成果的体现，更是他们创造力与个性

的生动展现。

4.	音乐审美教育提升学生文化素养

4.1 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宛如一面镜子，清晰

地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

音乐审美教育为学生搭建了一座跨越文化界限的桥梁，让学

生能够广泛接触到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从而增进

对多元文化的深入理解。例如，当学生欣赏非洲音乐时，他

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其强烈而富有韵律的节奏，这种节奏不仅

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更是非洲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

宗教信仰的生动体现。通过对非洲音乐的学习与欣赏，学生

能够了解到非洲文化中对集体合作的重视，以及音乐在非洲

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功能。同样，在学习中国传统

民族音乐时，学生能够领略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

特的审美观念。从悠扬的江南丝竹到高亢的陕北民歌，从典

雅的昆曲到热烈的京剧，每一种音乐形式都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通过音乐审美教育，学生能够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

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新时代

人才。

4.2 传承与弘扬本土音乐文化

在音乐审美教育中，高度重视本土音乐文化的教学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本土音乐文化，让

民族音乐的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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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丰富而宝贵的民间音乐资源，如各地风格各异的民歌、独

具特色的戏曲以及传统的民族器乐等。这些本土音乐文化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忆、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念。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

导学生深入学习本土音乐，让学生了解其独特的音乐风格、

精湛的演奏技巧以及深厚的文化背景。例如，在教授广东音

乐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广东音乐独特的乐器组合，如高

胡、扬琴、秦琴等，以及其明快流畅、优美动听的音乐风格，

同时讲述广东音乐所反映的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

等文化内涵。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学生能够深刻理解本土

音乐文化的价值，增强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从而

自觉地将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下去。这种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不仅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还能够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5.	结论

音乐审美教育在音乐教学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作用犹如导航明灯，指引学生在

音乐学习的道路上明确方向；又如心灵的甘泉，滋养学生的

精神世界，丰富其情感内涵。音乐审美教育能够全面提升学

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使他们能够敏感地捕捉音乐中的每一个

精彩瞬间；能够深入拓展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音乐的

海洋中与创作者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并自如地表达个人情

感；能够显著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激

励学生进行原创音乐创作；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增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传承与弘扬本土音乐文化。在

音乐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深刻理解音乐审美教育的重要性，

并巧妙地将其融入到各个教学环节中，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唯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培养出具备较高音

乐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新时代人才，使音乐这门艺术在学生的

人生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为推动音乐文化的繁荣

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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