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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帮助人发现美、鉴赏美并创造美的关键途

径，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高校音乐教

师应依据高校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学习能力开展针对性的

音乐学习兴趣培养教学，积极应用多元化的音乐欣赏教

学方式，提高学生的艺术涵养与审美素养，帮助学生养

成健康自信的良好人格。

一、 创设音乐欣赏教学情境

音乐综合实践课堂的主要教学过程就是通过开展多

种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在教学

活动中创设情境来进行音乐欣赏教学，更具体化的音乐

情境可以让学生主动体会音乐含义，培养学生的音乐水

平与审美意识，提高学生的生活实践能力。创设教学情

境是一种应用程度频繁且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创设有

趣的情境可以加深学生对音乐知识的记忆，教师可以为

学生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高校音乐教师主动将生活

与课堂相互结合，依据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来创设教学

情境，能够让学生体会到音乐与生活的联系。

例如，教师可以在《唱脸谱》内容中引入传统文化

脸谱，通过多媒体技术来向学生展示不同样式的脸谱图

片或视频，让学生进行观察与学习。再通过让学生独立

临摹脸谱，来加强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感官体验，大大提

升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水平与热爱程度，提高高校音

乐欣赏课堂的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 引导学生发现教材中的内涵美

高校音乐教师需要在日常的教学课堂中贯彻培养学

生个人审美能力的目标。高校音乐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

美的元素，而高校音乐教师的主要教学任务就是充分挖

掘教材中的艺术元素，并通过多媒体的技术、小组讨论

等多种教学方式来展示给学生，从而拉近学生与艺术知

识的实际距离，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音乐

教育与审美教学的结合是提高高校音乐课堂教学质量、

促进学生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音乐课

堂作为审美能力教学的主要载体承担着重大责任，这就

需要高校音乐教师充分重视审美能力培养教学工作，深

入了解音乐教学的特点与审美的发展，并结合学生的个

人性格特点与发展采取针对性的实际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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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校音乐教材中的图片与背景介绍，以跳动起伏声

调特点来更加完善地展示给学生良好的音乐作品，带领

学生体会作品所表达的保卫黄河、爱护祖国的英雄形象，

以此提高学生的个人审美能力。

三、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对高校音乐教师来说，只有真正地使用新型的技术

与方法来完成日常的音乐教学才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

音乐专业知识水平，提升高校艺术课堂的实际教学质量，

从而更好地培养高校学生的自身审美能力。教师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合理地使用新型的教学方法与活动来营造

高校音乐课堂有趣和谐的氛围，能够进一步提升班级高

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学

生更好地融入高校音乐课堂学习中，促进学生自身审美

能力的提高。

高校音乐教师也可以使用班级文化长廊、黑板报等

来进行音乐知识的展示，并与学生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交

流，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基础水平，为学生创设良好

的音乐艺术教学环境，从而提高高校音乐课堂的实际成

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艺术水平。

四、 提高音乐欣赏课堂的趣味性

音乐教育是我国高校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音

乐对高校学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师在

高校音乐欣赏教学中应该培养学生的基本音乐学习技能，

通过音乐课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教师更深层

次的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及综

合表现美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音乐个性，使他们逐渐成

为音乐学习的活动主体，所以好的音乐教育课堂一定要

更具有趣味性，引导学生更加喜欢音乐，形成良好的兴

趣去学习音乐技能。因此教师就可以引入流行音乐组织

教学。教师应合理地选择流行音乐内容，选择积极、健康、

具备教育作用的流行音乐，提高高校音乐欣赏课堂的实际

趣味性。

五、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高校教师在组织音乐欣赏教学中应重点引导学生利

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去体会音乐，把抽象难懂的音乐基础

知识赋予趣味性与意境。因此，高校音乐教师在进行教

学时就可以首先使用多媒体来让学生观看激情的舞蹈与

音乐，再让学生分享自己对歌曲的感受。教师再引导学

生回想与之相似的歌曲，并依据自身的兴趣来改编舞蹈，

如此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音乐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

提高音乐欣赏课堂的教学效率。

六、 以经典赏析为基础开展教学

高校音乐教师需要围绕素质教育与新课标改革目标

来创新教学方法，给学生带来更加优质的课堂学习体验。

兴趣教学法不但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可

以优化教师教学方式。经典音乐作品是音乐教学中的重

点内容，而音乐鉴赏能力更是学生必备的音乐素养，因

此高校音乐教师可以依据学生认知规律来开展经典赏析

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鉴赏水平。音乐教师需要

充分挖掘教学素材，引导学生深入感受经典音乐作品的

内涵与艺术气息。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经典艺术作品创

作的背景与社会环境、创作者的生平等内容，从而帮助

学生积累更多的音乐知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艺术

素养。

七、 搭建网络教学平台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教师在开展音

乐教学的时候应当合理地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合理

地为学生搭建网络教学平台，以此来促使学生更加积极

主动地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建微信群，

并定期在群里推送一些有关音乐教学的视频，以此来促

进学生进行音乐学习。此外，通过建立微信群可以使教

师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提高教学效率。

教师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开展音乐教学，可以更

加合理地给予学生评价。教师不应当只是根据考试成绩

来评价学生学习，可以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学生日

常学习的数据，发现学生学习存在的问题，从而根据学

生的日常学习情况给予学生合理的评价，使教学评价更

加合理，更能够体现出学生的真实水平。通过合理的教

学评价也可以促使教师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满

足大部分学生的学习要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习

惯，促进学生更加高效地进行音乐锻炼，培养学生良好

的身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移动学习平台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学生音乐的课后作业设计，教师需要在日常教

学中通过移动学习平台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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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培养学生进行课后运动锻炼，并让学生录制自己音

乐练习的视频到班级群，如此则可以大大提升学生的学

习针对性，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音乐素养。

八、 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德育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与学生都应该提高对音乐教学的

重视程度，音乐教学能够舒缓高校学生的课堂学习压力，

提高学生的音乐水平与综合素养，帮助学生进行更加高

效率的学习。高校音乐课堂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就需

要主动且深入地挖掘有效的德育音乐教学资源，从而借

助音乐来更好地激发学生内心的德育力量。

首先，教师需要对学生的意识进行德育教学，可以

规范学生的坐姿、站姿等行为，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遵

守纪律、举止文明的良好行为。教师还需要给予学生充

分的演唱机会，从而更好地锻炼他们的演唱能力与心态，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其次，高校音乐教师还可以借助歌词来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德育能力，教师不但需要重视学生的音乐演唱水

平，还需要加强学生对歌词的理解能力。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需要严格把握作品的主体，借助多种演唱与表演形

式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爱国、爱生活等情感。

最后，高校音乐教师还应该在音乐教学中提高学生

的德育水平，让学生在感受音乐美的良好环境下潜移默

化地受到艺术和德育教育的熏陶。

九、 加强民族音乐教学

高校音乐教师还需要重点开展民族音乐教学，重视

发挥民族音乐在学生素质教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活动营

造师生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良好氛围，鼓励广大学生积

极观看中国民族作品的精彩演奏和民族音乐会的精彩演

出，从教学情感上加深学生对中国民族乐和民间音乐的

深入了解和学习兴趣。音乐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中国民族

音乐文化的教育时，应以民族情感文化教育学习为活动

主线，以中国民族音乐的体验欣赏学习为活动契机，以

中国民族音乐歌舞的体验学习为活动媒介，从中启发培

养学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的综合体

验音乐能力，体验中国民族音乐所需要塑造的优美意境，

开阔学生的民族艺术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的民族艺术文

化感受力、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

音乐的一种深厚感情。例如，在民族声乐课的歌曲教学中，

让全体学生多演唱一些民歌，观看优秀少数民族民间歌

舞剧，还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中国音乐传统文化知识讲座、

音乐基础知识学习竞赛、歌舞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鼓

励广大学生积极观看中国音乐作品的精彩演奏和音乐会

的精彩演出，从教学情感上加深广大学生对中国音乐的

深入了解和学习兴趣。通过音乐教育，学习一些带有中

华民族文化风味的音乐歌曲，在充分掌握和加强中国民

族音乐基本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民族音乐创作离不

开中国民歌，民歌音乐是一切民族音乐创作的生命源泉，

使学生从音乐心理上更加崇拜中国民族音乐，培养学生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

十、 结束语

音乐课堂作为审美能力教学的主要载体，承担着重

大责任，因此这也就需要高校音乐的教师充分重视学生学

习兴趣培养的工作，深入了解音乐欣赏教学的特点，并

结合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发展采取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从

而提升高校音乐的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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