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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收集到好的音乐作品，
如何让学生喜欢、愿意听且从中受
益，那就要看教师用什么方法引导
了。欣赏音乐的关键是倾听。怎
样培养学生倾听的兴趣并积极、主
动参与进来，是上好一堂音乐欣赏
课的前提条件。让学生在参与的
情况下进行倾听，是训练具有音乐
耳朵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故事导入法。孩子都爱
听故事，针对这个特点，可在倾听
乐曲前讲一下关于乐曲的奇闻佚
事，比如海顿的《惊愕交响曲》，听
完相关故事，孩子们一下子就有了
想听这首曲子的欲望。这时再让
学生带着情绪听这首曲子，一定是

“两只耳朵竖起来”。
（二）听音乐作品取名法。孩

子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望，给听到
的乐曲起名字，让孩子欣赏《玩具
交响曲》时，边听边提示听到了些
什么声音？（鸟叫、水响）是现实生
活中的鸟叫、水响吗？（不是，是什
么东西模仿出来的）那么是什么
东西可以模仿发出这些声音呢？
（公仔、玩具）……由此一步步引
导孩子们达到教师吸引他们倾听
音乐的目的。

（三）谈天说地聊天法。小学
生对生活对社会也有了自己的认
识。这时的他们渴望了解更多仅
仅凭借自身经历体验无法感受到
的东西，教师正可以利用这一点来
培养音乐兴趣，讲一些教师对音乐
的感受，看一些演出的感想。这种
体验的分享，同样会感染学生，并
更加关注教师介绍的音乐。

（四）畅所欲言讨论式。在音
乐欣赏课中，音乐是第一位的，学
生是音乐的主体，是有自己主观
色彩的，而教师则是为这两者服
务和联系而存在的。因此，要时
刻关注学生对音乐的反应，尊重
他们的想法，不忽视他们一点一
滴的音乐感受，充分展示他们的
个性。小学阶段正处于自我意识
发展的重要时期，孩子们渴望得
到别人的肯定，漫谈音乐感受时，
七嘴八舌希望得到老师的注意。
例如：有一次给学生听《那不勒斯
舞曲》，有学生说后面这段越来越
快，感觉像跑马，老师不能批评
他，而应积极引导，为什么会有这
种感觉，跑马带给你的情绪是怎

样的？（紧张、兴奋、激动）而这首
乐曲速度逐渐加快，力度也越来越
强，带给人的情绪体验的确是相同
的。在我做这些评价时，学生的注
意力非常集中，因为关心自己的想
法是否得到老师的肯定。所以碰
到这种情况，教师要善于抓住小细
节，控制课堂气氛，创造环境，吸引
学生对音乐的注意力。

（五）增强好奇对比法。大部
分小学生对流行音乐耳熟能详，如
数家珍，对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知
道的却是少之又少。怎样吸引他
们对老师介绍的音乐作品感兴
趣？上民歌欣赏课时，我先播放了
三首重新改编过的中国民歌，通俗
歌手表现得别有一番风味，学生特
别喜欢，然后再播放原唱，引起了
学生的兴趣再介绍中国民歌知识，
达到了学生主动学习了解音乐的
目的。

（六）善于运用多种媒体教
学。运用多种媒体优化音乐教学
是提高音乐教学质量的有效途
径。音乐课中，学生偏爱唱歌与游
戏，而对欣赏音乐特别是欣赏中外
古典名曲，往往缺乏兴趣。而欣赏
这类作品量大质高，极有利于提高
儿童的修养及音乐鉴赏能力。看
来激发学生欣赏器乐曲的兴趣，是
音乐教学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充
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比如录像、
录音、幻灯、卡片、图谱、打击乐器
等手段帮助学生欣赏古典器乐曲，
收到极佳的效果。

沿海版教材第六册第五课欣
赏《卡门序曲》，作品由法国著名作
曲家比才创作，来自四幕歌剧《卡
门》乐曲。儿童对当时的时代背景
及音乐特点十分生疏，怎样缩短时
间的距离，让儿童能尽快感受到这
首作品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呢？最
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录像。在简介
作品内容后，播放歌剧《卡门》第四
幕录像，随着高亢明亮的旋律，卡
门与斗牛士的形象及西班牙斗牛
场面的风土人情展现在屏幕上，学
生们的情绪立即兴奋起来，一下子
跨越了时空的界线，仿佛来到了
18世纪的斗牛场。通过录像激发
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很快把握住了
作品的核心。教学效果自然是事
半功倍。

（作者系平湖中心小学教师）

音乐欣赏是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学生学习音乐兴趣、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
对开阔学生音乐视野、陶冶情操起到重要的作用。

面对不同的学生，音乐欣赏课也应该以学定教，因材施教。在笔者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对于适应小学生
的心理、生理特点，上好音乐欣赏课有了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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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
展由具体的形象思维向抽象
逻辑思维过渡，他们已不再
满足于小学阶段活泼快乐、
描写小动物和生活的音乐，
他 们 对 世 界 有 了 自 己 的 思
考，逐渐将兴趣转向能满足
其多方面感情需要的音乐作
品，例如：“优美活泼的”“开
朗奔放的”“兴奋激昂的”“悲
惨哀怨的”等。

这个时期，可以有针对性
地将中外一些优秀的经典音乐
作品介绍给他们，让其广泛接
受各种音乐信息，扩大音乐视
野，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和喜爱。

（一）有优美音乐旋律、结
构简单、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音
乐作品最能吸引学生的兴趣。
比如：外国作品圣桑的《动物狂
欢节》、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
览会》，中国作品《鸭子拌嘴》
《金蛇狂舞》等。

（二）生活范围大了，接触
的事物多了，孩子的情感情绪
也日益丰富。虽然这种情感
还不稳定，但对了解各种情感
的音乐已经有了兴趣，像描绘

美好爱情的中国作品《梁山伯
与祝英台》、表现喜悦之情的
《北京喜讯到边塞》、表现节日
欢庆之情的《春节序曲》、歌颂
对大自然热爱之情的《蓝色多
瑙河》、表现作者个人感情的
《未完成交响曲》以及包含音
乐家创作心情的《惊愕交响
曲》等。

（三）小学阶段的孩子意志
品质不断得到发展，自觉性随
着年龄的增长也明显增强。他
们敬佩意志坚强的英雄人物，
模仿性强，也希望自己成为意
志坚强的人。针对这一特点，
外国作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
曲》、肖邦的《C 小调革命练习
曲》以及中国作品《草原英雄小
姐妹》《嘎达梅林交响诗》等表
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作品是最佳
选择。

（四）欣赏音乐的兴趣很重
要，而保证兴趣的前提就是选
择最优秀的音响资料，对那些
虽然是名曲，但在演唱、演奏上
经过随意篡改原作品的“通俗
音乐”则必须拒于欣赏教学的
课堂之外。

针对年龄特点选择适合教材
是上好音乐欣赏课的关键。

欣赏音乐的教学方法得当，
可以让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毫无疑问，音乐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语言，当你学会欣赏音乐，你便能聆听到这个世上更多发自
内心的美妙声音。

小学的音乐欣赏课看似不重要，却能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学会欣赏音乐，世界也变得更为
精彩。学会欣赏音乐，让人受益一生：你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共鸣、理解，也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快乐、
鼓舞，还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幸福、美好……

付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