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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中应关注的六个方面 

          ——胡苹老师音乐素质测评和教学反思（二） 

   9 月 10 日下午，重庆市教科院研究院的胡苹老师在音乐

学院为大家带来了在音乐教学的实践中应当着重关注的六

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听、读、唱、讲、能六

项能力。 

    “美”指的是音乐课程中的审美性，在课堂教学各环节

中通过运用范唱、弹

奏、律动、手势、提

问、评价、多媒体以

及着装等方式体现。

能够培养和提高学

生感受美、表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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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

丰富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全面提升

学生的素质。 

    “听”是音乐艺术得以表现的重要手段，养成良好的聆

听的习惯是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学好音

乐感受音乐美最有效的方法。听的方式有多种，如完整聆听、 

片段聆听、动中听、静静听等。在实际教学中，《瓷偶女皇》

能训练学生听音高，《数蛤蟆》能训练学生听乐句，《大河之

舞》则能训练学生对节拍的感受。 

“读”包括读谱和读词两方面内容。读谱能培养学生良

好的视唱能力，培养学生的音准与节奏，能够将歌唱技能渗

透其中。读词则能让学生熟悉歌词，能够训练学生歌唱的状

态以及处理音乐的呼吸与句逗，并且掌握歌曲的情绪与情

感。 

“唱”分三方面的内容，包括欣赏课里教师的演唱，唱

歌课中的歌曲演唱和唱奏课里的唱奏关系。欣赏课里的唱所

承载的欣赏教学是音乐教学大纲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音

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开发学生智力、陶冶学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培养学生良好气质修养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

的积极作用。唱歌课中的唱歌教学是义务教育阶段音乐教学

的主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音乐兴趣、提高

音乐表现能力的有效手段。题材丰富、内容健康、形象鲜明



的歌曲,加之富有表情地歌唱,最能感染教育学生。老师应当

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歌曲的特点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器乐课里乐器的演奏与学生的歌唱之间是相互支撑、相互提

升的关系，因此，在器乐课中，奏唱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对旋

律和音乐的掌握。 

“讲”需要老师和学生的互相配合。老师要做到讲知识

抓重点，切忌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且要引导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提问的空间，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在学

生方面，最好能够利用有基础的学生互讲，既培养了学生的

能力，而且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 

“能”指的是音乐能力，决定着学生的音乐素养。教师

应全面理解和掌握音乐教学各领域的内容要求及其相互关

系，并在教学中将其融合成有机整体。因此，在教学中教师

要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学生的音乐能力包括音乐基础知

识、音乐基本技能以及音乐历史与相关文化知识三个方面，

应当从听觉、体验、运用三个角度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 

胡老师的讲课十分富有启发性，学员们都表示受益匪

浅。今天的课程也在学员们的赞叹中圆满的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