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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音乐教育中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黄馨漪
摘要：在音乐教学中，主要目标就是对学生创造力及欣赏能力的培育，具备这两种能力，才能更好地学习音乐及创

作音乐。尤其是在高中，正是锻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时期，为此，教师应当注重该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竭力创设良好

教学环境。本文就高中音乐教育对学生创造力培养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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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教育改革的推进，素质教育被推

上日程，音乐教学的地位日益增高，为此

教学模式及方法都是当下教育中重视的问

题。在高中音乐课堂上，开发学生们的创

造力，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提升他

们的艺术审美意识，而促进其音乐素养的

发展。因此，在该教学中，教师要格外注

重围绕创造力的训练而开展教学，积极组

织实践活动，强调想象力的开发，进而对

其进行良好的音乐熏陶，实现艺术素养的

培育目标。

一、借助情景教学法激发学生想象力

音乐教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及

活泼性，而这无疑也促进了授课形式的多

样化。为此，教师可以抓住特点，创设更

加丰富的教学内容，带领学生更好地感知

音乐课程。同时，音乐自身就蕴含着生命，

在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增强学生们的感官

体验，而触碰其对音乐的感知力，进而提

升他们的音乐创造力。而创造力通常都是

基于创新思维下而迸发的创造活动，基于

此，教师可以将教学中创设丰富的教学情

境，而引发学生们的想象力，以此带动他

们的参与积极性，而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

例如，在人音版教材中《洪湖水，浪

打浪》的学习中，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向

学生播放该歌曲，以及其背景相关的图片

与视频，通过视频及音律引领学生进入到

歌曲的情景中。同时，教师加以引导：“同

学们，请想象一下如果此时你就站在洪湖

水边，是一种什么心情与感受？”通过问

题情境的创设，能够进一步引发学生们的

想象，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更好地融

入该歌曲的学习中。音乐本身就有自己的

魅力，让学生在音律中感受到歌曲中所描

述的情景，增强其感官体验，加之多媒体

教材的引导，更是为学生创设出了一个良

好的学习环境，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想

象力，促进其创造力的发展。

二、借助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基于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多数处于接

受文化知识、备战高考的紧张氛围中，很

少注意到音乐教学的趣味性。为此，在开

展该教学时，老师就要先以激发他们的兴

趣为主，以此调动他们的参与性，而不断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借助课外活动来提升

学生们的热情，是一种有效的授课方式，

同时也能增添教学的趣味性，丰富教学内

容。教师要深入探索教材内容，以此为基

调，开设相关的课外音乐活动，带领学生

将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延伸其中，既能

检验他们的学习情况，也能巩固他们的音

乐知识与技巧的掌握。同时，也能进一步

开拓他们对音乐之美的探索，丰富其知识

层面，进而提升审美观。这就需要教师积

极联系校方，并提供丰富的活动设施与器

材，同时教师要从教材为出发点，并明确

活动目的，致力创办有计划性的课堂音乐

活动。

例如，针对《旋律的改编》，教师可

以组织一场课外活动，基于课本上的知识，

鼓励学生大胆创作，积极参与旋律改编的

创作中。老师可以让学生自由分组，以小

组形式，分别每组选一个歌曲进行改编，

最后看哪组改编的最有新意和完善，便是

胜利方。在此之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引

导作用，如遇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及

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充分开发学生们

的创造力。通过该方式，不仅推动教学效

果，且也巩固了课堂内容，重要的是为学

生创设了发挥自我创造力的机会。

三、在实践当中强化学生的创造力

在音乐教学中，只凭单纯地对知识或

技能的讲解，学生很难提高学习效果，及

提升创造力。为此，在该教学中，老师要

善于将教材内容融入到 实践活动之中，并

充分发挥学生们的主动性，强化其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继而锻炼他们的创造力。例

如，老师可以组织一些音乐实践活动，如

音乐剧，并将设计的权限交由学生负责，

即舞蹈的布置、主题的确定、歌曲的选择

等。以此方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

识能够灵活运用，且能做一个全面性的整

合，而起到复习的作用，同时也能充分发

挥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而创设出一场自主

设计的音乐剧表演。通过实践活动的磨炼，

既能让学生竭力运用所学，亦能进一步培

养他们的创造力，无疑是一种有效提升教

学效果的方式。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对高中生开展音乐教学，

旨在于锻炼他们的创新思维及能力，才能

更好地把握所学，继而也是为社会培育音

乐人才的根本。为此，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应当转变传统式单纯讲解的方式，积极

组织相关音乐活动，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及创造力，而不断完善其音乐知识结构和

技巧。同时，教师也要注重凸显学生的主

体性，发挥自身的引导性，才能使其更好

地投入在音乐学习之中，而进一步促进教

学效果，提升其音乐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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