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第六届全国音乐优质课评比已过去数月，但 

中学组 21节精彩纷呈的课，至今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比如《京腔京韵自多情》、《中国古典舞》、《华夏音乐 

之光》、《欢乐颂》等等。以《京腔京韵自多情》为例， 

赵峰老师从京韵大鼓的伴奏乐器 、京韵大鼓固定前奏 

的旋律特点、京韵大鼓字正腔圆的演唱技巧、骆派唱 

腔的艺术特点和特殊贡献四个方面展开教学，设计了 

一 系列的学生参与活动，让学生在活动里细细品味京 

韵大鼓的 “韵”，让人不得不为教师韵味十足的示范和 

正确的课程观所折服!再比如《中国古典舞》，李铁老 

师先以其流畅轻盈的舞姿征服了现场的师生，后又以 

其精确、巧妙的切人点(手形手位、基本体态等)将 

学生牢牢吸引并学得津津有味，最后还能在一节普通 

的舞蹈课中提炼出中国人的审美特征(太极之圆、欲 

放先收、欲强先弱等 )，画龙点睛，实为妙举!来 自浙 

江的朱海其老师的《欢乐颂》，更是向我们证明了只有 

静静地沉浸于音响之中，才能更深地领悟音乐之妙， 

我们除了教学生动起来参与音乐，更要教他们静下来 

投入音乐。 

当然，享受如此丰盛的音乐教育大餐，期待的除 

了丰富多彩的课以外，还有专家犀利的点评，因为它 

一 直像一盏明灯，照亮每个音乐教师前进的脚步。如 

王安国教授提到的 “凡是一节优秀的课，都是关注学 

生兴趣爱好和有效参与的 ；一节好课是在环环相扣的 

有效的音乐实践中生成的”，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他 

还谈到音乐课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固定模式，而 

如何不落人固定的教学模式，跟尹爱青教授提倡的个 

性化教学如出一辙。尹老师还提到 ：“关注学生要给 

学生留有空间，讲得越多学生发现得越少 ；教学成功 

的实际程度是学生不可预期的行为结果的增加。”这 

些精彩的点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衡量一堂好 

课的标准，除了专家提出的自然轻松、流畅清晰、突 

出音乐本体、突出音乐的美等等以外，还应关注学生 

究竟在这节课中收获了什么?收获了多少?现将相关思 

考整理如下 ： 

1．中学音乐教学的目标定位究竟如何才比较恰当? 

我认为中学音乐教学，不是开心就可以。教学本来 

就应该是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的过程，忽视学生的 

基础，甚至把他们视为 “零基础”进行教学可以视之为 

低效!本次活动，中学组很多课的目标定位都过于低浅， 

有些课的教学目标在小学阶段已经完成，比如体验作 

品的情绪、了解民歌的种类等。有些课仍旧停留在引 

导学生关注音乐情绪和音乐要素上，几乎| 到了所有的 

音乐要素，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各要素和音乐情绪的关 

系，音乐要素变化所带来的音乐形象的变化及其产生 

的不同的美，音乐要素对音乐发展的作用等。针对有一 

定文化基础和音乐积累的中学生，浅尝辄止是无法真 

正进入音乐本体的，“羞答答”的教学也不可能真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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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心动”。 

比如《惊愕交响曲》，很多老师会把每个变奏分割 

成一段一段地来聆听，目标定位在引导学生关注每一 

变奏的变化和音乐情绪的关系，然而，这种方式显然 

过于浅显。教师应把握好这首古典主义时期作品的美 

感，先引导学生感受作品主题优雅、对称、精致的特点， 

然后去体会力度由弱到强对比的独特效果等，在此基 

础上再进行变奏部分的教学。而且我认为音乐是一个 

整体，主题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呈现出完整的音乐形象， 

每次变奏之间都是有紧密联系的 ；主题在不断的变奏 

中，通过对比、发展，逐步走向高潮。因此，可以让学 

生完整地聆听变奏部分，在聆听之前，精心设计如下问 

题 ：①每段音乐是如何变奏的，你听到了什么?②每一 

变奏带来的音乐形象有什么变化?③每一变奏之间有什 

么联系?④作曲家为什么会这样安排?然后播放变奏部 

分的音乐，在每一变奏开始处用手指提示学生，让学 

生对音乐的框架有清晰的认识。不要按部就班地按顺 

序一一分析每一变奏，而是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或 

印象最深的一段变奏来分析和讨论。这样的目标定位 

会更适合初一的学生。 

2．一堂课中，究竟要带学生去哪里? 

在浩瀚的乐海中，我们精心筛选了很多名家名作， 

进行整合、拓展。因此，我们可以让学生关注的点很 

多很多，究竟在—节课中我们要带领学生去哪里，这应 

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眉毛胡子一把抓，以为不 

论什么内容都千篇一律地让学生体验节奏、音色、速度、 

力度就体现了“以音乐为本”，显然是事与愿违的，硬 

生生从作品中剥离出来的音乐要素就像奶茶里的白水一 

样索然无味。虽然每个作品最终的精彩呈现离不开这 

些音乐要素，但是每个作品最突出的特点都有所不同， 

我们只要抓住一两个要点让学生细细地嚼、慢慢地咽， 

学生就有可能被作品打动。音乐教学应把美感体验放 

在首位，而不要停留在为要素而要素上，应追求一堂 

课里美感在学生心中的多次生发。音乐是心声的表达， 

上音下 ，只有通乎心灵，才会有意义。 

3．如何体现以学生为本? 

课堂的主角理应是学生，我们看到的应是全体学 

生在教师引领下参与、体验、享受、思考、感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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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咀嚼、品味音乐的过程，是师生交流、分享的 

过程。遗憾的是，我们依然看到不少的教师在唱独角戏， 

过多地展示和讲解着无法替代学生自身对音乐的体验 

和感悟的东西。殊不知等待和留白也是音乐教学的艺术， 

我们应和学生一起享受慢性愉悦，而不是急不可耐地 

把你感受到的一切告诉学生。在上课时，教师如果因 

时刻关注学生并做恰到好处地引导而没有按照预设的 

流程进行，有什么不可以呢?关注朝气蓬勃的学生远比 

死记硬背脑中的教案重要很多。 

4．学生对音乐的审美体验应该如何获得? 

倘若只请学生回答几个关于音乐要素的问题，是无 

法让学生获得对音乐的审美体验的，应该有能让他们 

参与进来的方法，比如哼唱、图谱、律动等，我们只 

有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审美体验才能更准确地帮助学生。 

审美体验是指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心理体验活动， 

这种体验活动是被诱发而非强迫的，是积极主动而非 

消极被动的。审美体验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融合为 

一 体，产生特定的审美体验状态，而当这种体验达到 

物我两忘的境界时，还会引发高峰体验，即：使人欣 

喜若狂、如醉如痴，使审美处于最佳状态。这种状态 

或使人心情豁然开朗，备受感动，或使人内心顿觉有 

高度完美和谐、尽善尽美之感。 

5．教学的梯度如何体现?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我们在设计和使用手段的 

时候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其实在教学中，如果用 

大量的时间在一遍遍地重复聆听，这种简单的重复会 

使学生倍感枯燥无趣，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如果 

我们将每一遍重复都用不同的像音阶似的有梯度的手 

段带领学生参与，那就既能让学生不觉得乏味，又能 

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教学目标。所以，一堂生动的音乐 

课犹如一次考古发掘，一定是有层次、有梯度、缓缓 

深人、一路开挖、一路收获，最珍贵的文物往往在地 

层最深处熠熠闪光。一堂精彩的音乐课更像一场攀登， 

不能像平地散步，而应奋力向上，向上，因为无限风 

光在险峰! 

教学要流畅，离不开环环相扣，音乐要灵动，更需 

要层层深人。这是美丽 “山城”重庆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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