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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者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多年来，经常深入音乐课堂，发现

区域内基础音乐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音乐课堂侧重于知识

技能学习，较忽略音乐课程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其特点

是情感审美。音乐学科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教学方式应更

加注重学生个体学习经验的直接获得，学生只有通过对音乐

的直接体验、深入感知、感悟音乐艺术的各种美，才能被音乐

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感化。基于以上认识，为了推动音乐学

科核心素养在音乐课堂中的落实，探究符合学科特点、符合区

域内音乐教育实际的音乐课堂有效途径，笔者带领课题组成

员做了《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音乐体验式美育课堂》实践研究，

下面以《黄河船夫曲》一课为例，浅析音乐体验式美育课堂本

土化的实践方式。

《黄河船夫曲》是一首陕北民歌，运用了重复这种音乐发

展的重要手法，塑造了黄河船夫粗犷的形象。单一部曲式结

构，歌词采用上段问、下段答的形式，语言朴实，逻辑性强，描

写了气势壮观的黄河及船夫们那种与惊涛骇浪奋力拼搏的豪

放气质，体现出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

2 专注聆听—体会音韵之美

课堂上，请学生闭上眼睛，仔细聆听这首歌曲是哪个地区

的民歌，让学生将自己的音乐聆听感受用色块表现出来，并说

出选择的理由。其中冷色块：静谧舒缓、柔和抒情。暖色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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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嘹亮、豪放率直。学生通过专注聆听，体会音乐带来的美美

听觉感受，听后自主选择冷色块或暖色块表示听觉感受，说说

选择理由，简要概括歌曲情绪。

音乐课堂需重视学生聆听习惯的养成，培养学生安静的

聆听习惯，初中学生有了一定的音乐经验积累，让学生通过歌

曲的聆听，培养运用已有音乐经验感知音乐作品的能力，自主

需要一定是建立在能了解、体会音乐作品美的基础之上，因此

教师在课堂中重视培养学生会听音乐、能懂音乐、会用音乐的

能力培养，是核心素养中培养学生音乐自主需要的关键所在。

3 要素感受—体会音律之美

教学片段一：教师范唱歌曲曲谱，请学生再次聆听，用手

势表现出音的高低变化，并找出歌曲旋律由哪几个音构成，教

师适时加入四度音、乐句听唱，引导学生在聆听中，运用声势

辅助模唱乐谱，并试着说说歌曲结构特点。学生用达尔文手势

表现找出的音高、表现出四度音、乐句，并跟着琴模唱，简要概

述歌曲结构特点。

教学片段二：教师请学生聆听歌曲，根据自己的感受、理

解画出歌曲图谱（曲线描绘抒情的长音、实心圆点表达重拍、

斜线表示音的走向）。学生完整聆听歌曲，在纸上根据自己的

聆听、理解画图谱。然后教师让学生用“WU”音、“AI”音分别

模唱歌曲第一乐句，教师结合声音发声练习，进行歌唱方法点

拨、引导。学生手划自己的图谱，聆听歌曲用“AI”音轻声模唱

歌曲旋律，最后用美美的歌声填歌词演唱。

核心素养中学生音乐实践能力的提升，一定是建立在学

生学科知识技能的积累之上，因此教学中，教师依然要重视学

生学科专业素养的培养，引导学生对构成音乐元素的体验、感

知，深入体会音乐的曲调美、配器美、伴奏美等，教师适时范

唱、点拨，引导帮助学生建立用科学的发声方法演唱歌曲、用

符合音乐情绪的美美的声音去表现歌曲的唱歌习惯。只有当

学生参与到音乐活动之中，与音乐融为一体，自己亲自主动去

探寻、领悟、体验时，对音乐知识技能的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对

音乐的欣赏和创造，才会成为可能。

4 情境体验—体会动情之美

教学片段：分小组合作模拟情境表演，深入体会歌曲表达

的内容和情感。教师营造情境，让学生观看黄河船夫在惊涛骇

浪中划船，及风平浪静后，河面归于平静的壮阔，体会船夫从

紧张到放松自由舒展的内心丰富变化，并出示分组创编要求，

提供提前准备的乐器素材。

音响氛围营造，让学生用身边可以发出声音的资源，进行

组合，表现出和教师播放视频一致的反映黄河船夫们从紧张

到放松心情变化的音响效果。其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掌握探

究方式（学生个体探究，集体交流合作，教师指导）；乐器素材

（沙锤、鼓、响板、大镲）；可用声音资源（响指、弹舌、拍腿、拍

手、纸、文具、桌椅面等）；用声势动作进行创编，表现出符合视

频内容的情境组合；体会歌曲情境，用符合歌曲情绪、自由、舒

展、嘹亮的歌声演唱歌曲。另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分组做模

拟情景表演唱，分三组进行创编，采用先分组表现后，再整合

表现的体验方式。

音乐课程标准中谈到，音乐教育的特质就是情感审美，有

着与一般学科不同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为“从感性入手，以

情动人，以美感人”。因此，教师教学中注重通过多媒体渲染、

动作表演、声响表现相结合等多样化的情境创设手法，渲染意

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建立自我与

音乐作品的情感认同，引领学生深入体会音乐的情境美。注重

教学中学生全员参与、合作创编，形成个体音乐经验积累，注

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音乐传情达意的能力提升。

5 拓展延伸—体会意韵之美

教学片段：教师让学生边聆听陕北民歌《脚夫调》，边欣赏

陕北地貌及有代表性的象征黄土文化的图片，结合本节学习的

歌曲，思考音乐作品风格形成和地域文化之间有哪些联系，陕

北民歌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对比分析，

进行概述。

学校教育和音乐艺术自身均属人类文化活动的范畴，音

乐教育与生俱来便具有人文学科的属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智慧结晶，教师结合教材内容

进行文化渗透，让学生了解、热爱瑰丽的民族文化，建立文化

自信，深入体会音乐作品的立意美，此教学环节也对应了学科

核心素养中的文化理解[1]。

课堂转型是新课程改革的显性特征，也对音乐教育工作

者提出了新的挑战，笔者带领课题组成员从本地区实际出发，

以现行国家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中央音乐学院新体现教

学法为突破口，充分进行资源整合，体现“以生为本、以情感

人”，以音乐实践活动为载体，注重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感

悟，注重学生审美素养形成，以上教学模式和思考，正是基于

区域内本土化音乐课堂实践路径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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