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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音乐鉴赏课教学方法初探

◎董彬彬  
摘要：在大学生的艺术教育中，大学音乐鉴赏课便是对大学生实施艺术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如何能使其作用

发挥得更加有效，提高每一位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激发学生自身的创造力，使其全面多方位的发展成有用的人才，教学方

式方法的改革完善是极其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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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大学各院

校开办了通过对音乐作品的鉴别赏析，进

而对大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大学音乐鉴赏

课。其对大学生的优良品格、成熟的人格、

天马行空的创造创新能力都有着极为强大

的促进作用。

表达人的思想与感情，反映 社会现实

生活的艺术，这便是音乐，是通过有组织

的音乐创作的艺术形象，是一门最为抽象

的艺术。而每个人聆听音乐时，内心所具

体印象的形象不同，表现也不同，但都能

在聆听音乐时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大学音乐鉴赏课有着声乐与器乐两个

部分组成，其中声乐的作品中包含着歌词

的存在，更能直接地表达出歌曲所包含的

意义。创作过程中，作曲家把谱子记录起

来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要想产生艺术效

果，还必须演唱才行。而相比较声乐作品

因为有歌词的缘故，因此理解起来简单直

接，但器乐作品则不同，相比较更为抽象。

钟鸣、鸟啼、怒涛拍岸、风吹落叶、战场

上的愤怒嘶吼等等这一切的声音，都可以

利用高低长短都不同的音符，通过不同的

组合表现出来。而如何使每一位学生在音

乐鉴赏课之中，欣赏到领会到音乐的美，

那便是教师们通过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教

育手段与教育模式来运用，把生动形象的

音乐展现给大家，从而完成审美赏析的全

过程。笔者将对大学音乐鉴赏课的教育方

法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让大学生的艺术造

诣提升得更加有效，为此打下牢固的基础。

一、创设情境

为了帮助学生快速理解大学音乐鉴赏

课的学习内容，教师们要根据教学的需要，

创建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教学氛围与教学

场景。根据音乐所具含的重要特点，在教

学学习活动当中，根据其教学内容的不同

和学生自身的身心，将情感、言语、动作

三者融为一体，创建出一种可以让学生听

到、看到、感受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

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音乐感受与鉴赏的

教学活动中。

语言功底是教师所必备的技能，通过

教学过程当中使用富含激情的语言，在通

过声调的高低缓急、语气上的不同于表情

动作上的同步，来创造出一个用语言描绘

的创设情境，使学生完成激发自身的情感、

培养自身情趣的教学目的。而获得心理暗

示的最直接手段那便是氛围情境，其特殊

场景下必能渲染出特殊的教学氛围，感染

学生，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带入角

色，就如自身进入其中一样，直接产生美

好的体验。

二、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对于课程而言，学生的感情体验的过

程便是音乐欣赏的过程。它是学生对自己

情感与音乐互相交融的过程，也是对音乐

中所富含的感情的体验。在“五感”与行

为上进行运作，要让学生的感情深入地融

入其中，从而获得完美的教学体验。在实

践之中进行认知，提高学生对艺术的理解

与感受。

三、以赏析为主，交流为辅，适当地进行

讲解

音乐本身便是听觉上的艺术，是通过

声响来唤起听众情感的艺术。以聆听为中

心则是现在的音乐教育的主要遵循手段，

强调以听为主，但并不是交流讨论与讲解

就不重要，要处理几者之间的关系，合理

运用三者的教育顺序与教育方法。

四、师生合作的教学方法

利用了集体的力量进行学习的合作

教学是比较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学习过

程中使学生共同提高自身艺术造诣与创造

力。这其中的关键便是师生之间的主导与

主体的关系。在教学之中，师生一同感受

鉴赏音乐，一起参与进这音乐活动之中，

获得近乎相同但又有所不同的情感体验，

加深师生两方之间的感情，从而增加了教

育质量。

五、结语

世上不存在能完美实现教育目标的最

佳教育方法，单一的教学方法不可能适用

于所有的音乐感受与鉴赏教学之中。不能

进行交叉、渗透、综合的单一化的教学方

法在实际运用中肯定会四处碰壁，不能完

成教育目标。因此，要想达成教育目标，

多样而有效的教育方法则是十分有必要，

不可一成不变，要不断自我思考，达成不

同的教育目标，并且需要不断给予相应的

更改与改进。不过最终目的便是要以教学

效果为目标，选取适合适当的教学方法，

使课程对大学生的艺术造诣提升得更加有

效，为此打下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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