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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学器乐教学实施特点与重要性探究

◎王诗嘉
摘要： 近年来，中学器乐教学逐渐成为了学校音乐课程的基本形式。学习器乐能帮助中学生提升音乐的“双基”素养，

更能通过艺术实践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但器乐教学仍然是目前学校音乐教学中较弱的环节。因此，总结普通中

学器乐教学现状及发展规律，发掘适合中学生器乐学习的实际操作方法显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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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学器乐教学逐渐成为了学

校音乐课程的基本形式。学习器乐能帮助

中学生提升音乐的“双基”素养，更能通

过艺术实践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我国

普通中学器乐教学的发展，也受到中国经

济、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教学模

式与实践形式仍处于探索阶段。

一、现阶段普通中学器乐教学的实施特点

自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及实施

以来，器乐教学不仅存在于学校艺术实践

等课外活动中，而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逐

渐走进中学的音乐课堂。笔者通过阅读相

关文献发现，各地的器乐教学也受地域、

思想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在新课标

指导下开展的课堂器乐教学总体来说呈现

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重视培养基本技能。中学器乐

课堂教学是为了促进大多数中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个人潜能的开发。在器乐演奏学习

中加强基础技能就如同为高耸的建筑物打

下扎实的地基。虽然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

的演奏技巧，但掌握器乐演奏入门技能是

有一定规律性的。而且，最基本的器乐技

巧教学可以被大多数学生所接受，这样不

仅能增强学生学习器乐的信心，还可以提

高学生的各方面学习水平。

第二是主要开展大班制集中教学。音

乐课是各中学实施器乐教学的主要路径，

音乐教师在音乐课堂上一般采用大班制集

中教学的形式。中学阶段的器乐学习主要

借助于音乐课堂进行，学校音乐课对于中

学器乐教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

集体教学中能使中学生真正地从器乐演奏

中提高主流的音乐审美能力，而一些基本

演奏知识和技巧也成为了学生今后深入学

习器乐的基础。

第三是教学乐器平价简易。由于大多

数情况下中学生都是在音乐课上随堂学习

乐器，在场地、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下，班

级集中器乐授课选用的乐器不宜太复杂，

还需要考虑到学生携带乐器的方便性。而

乐器的价格是多数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

想要顺利获得大多数家长对学生学习器乐

的支持，课堂器乐教学初期不宜选用过于

昂贵的乐器，这样能促进学校器乐教学更

顺利的实施。

二、普通中学器乐教学对多个主体的作用

随着器乐教学在我国的实践推广，以

及教学模式运用的多样化，更多的中学生

开始接触器乐演奏，并且器乐教学在新课

标及中学音乐教学大纲的指导实施下也对

多个主体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经过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发现，

器乐学习对中学生产生的主要作用包括但

不限于：促进个体的全方面发展；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帮助学生保持心理健康，

锻炼其优秀的心理素质；提升其综合艺术

素养；发掘学生的潜能；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抒发学业压力等。

其次，各中学在对音乐教师进行招

聘时往往会要求面试者至少能掌握一种乐

器，但现阶段中学音乐教学者，仍然有一

部分不能演奏除钢琴以外的其他乐器。实

施中学器乐教学对促进音乐教师进修器乐

技法并提高器乐教学能力有较为积极的作

用，给音乐教师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挑战，

使他们更好更快地了解和掌握中学音乐教

学中的器乐教学部分。

再者，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素质教

育的发展，各地中学都积极组织开设了校

内器乐演奏实践课程。课堂器乐教学的顺

利实施，促进了中学特色艺术教育的发展，

学生在器乐课堂中培养了较强的演奏能力

和艺术表现力。并且校内器乐团体的教学

效果显著时，学校还可以与社会教育机构

合作开展器乐音乐会专场等艺术实践活

动，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学校完成艺术教学

目标和全方位人才培育的目的。

三、普通中学器乐教学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方面，器乐教学是音乐教学

中较弱的环节，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是大多数中学音乐教育者未能从理论高度

认识器乐教学，也未能将此与中学生的健

康成长、全面发展等方面联系起来。因此，

总结中学器乐教学现状及发展规律，发掘

适合中学生器乐学习的实际操作方法，为

完善中学器乐教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显得

更为迫切。

现实意义方面，器乐教学可以提升中

学生学习器乐演奏技能和基础音乐理论知

识的积极性，也在培养中学生创造性思维、

开发中学生智力潜能、健全其人格等方面

发挥积极效果。但是，器乐教学的开展，

也受到学生升学考试压力大、跨区域师资

差异等因素影响。所以一线音乐教师应结

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在实际教学中探索更

为有效地解决对策，为中学器乐教学提供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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