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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音乐教育已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器乐教学是音乐教

育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器乐教学对培养和发展中小学生的音乐感知力、表现力、创造力

和养成乐于亲近音乐的态度、乐于终身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和习惯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基于此，笔者将对中西乐器进

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可实施性进行探讨。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music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school quality education. Instrumental music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form of 

music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practical way for students to learn music. Instrumental music teaching has irreplaceable functions 

and functions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usic perception, expression, creativity and habit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attitude of being close to music and participating in music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into music class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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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学音乐课堂现状分析
①中国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教师往往没有突出音乐艺术特点，大多采用与其

他学科相同的教学方法进行音乐教学，在对学生的教学中仍

以乐理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对课堂教学着重知识化和理性

化，教学过程比较枯燥，不能很好地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

生积极性，学生参与度不高，学生音乐欣赏、音乐表现和创

作主体的那种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教师应有的指导作用未

得到充分发挥，教学效果不理想。

②在一部分音乐教师观念中，专业音乐教学的倾向还有

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教学中往往对学生进行烦琐的乐理知识

教学，重教师的讲授，轻学生的参与体验；重教学的结果，

轻教学的愉悦过程；重知识技能的教学，轻音乐实践活动的

开展，枯燥的发声训练、视唱练耳，学生随着年级的递增而

反感情绪也随之不断增加。音乐课是活动性、实践性课程，

音乐教学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音乐实践活

动，然而教师在音乐课堂中大多只是简单地教会学生几首曲

子，学生感受不到音乐的魅力，审美能力得不到提升，学生

在音乐课堂中得不到愉悦的身心体验和展示自我的满足感。

2 中西乐器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可行性

2.1 器乐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的智力开发
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士·莫塞尔曾说过：

“器乐教学可以说是通往更好体验音乐的桥梁，事实上，它

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音乐学习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它为我

们音乐教学提供了独特而令人高兴的音乐教育价值、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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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儿童们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在教师的指导下，一定

能将这种可能性逐渐变成自己的东西。”

学生学习与演奏乐器的过程是眼、耳、手、脑同时运用

的过程。眼要看谱，提高了注意力和观察力；耳要听音，训

练和培养了听辨力；左右手经常运动，锻炼了手指的灵活，

提高了思维敏捷能力；乐曲中的音乐形象和音乐的意境，培

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乐曲的演奏过程，锻炼了学生

的心理素质，培养了他们的表现力。美妙的音乐演奏不但能

激发和影响学生的情绪，还可以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由

此可见器乐进课堂的可行性意义所在。

2.2 通过器乐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演奏技能和审

美能力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

的审美意识；要引导学生聆听、欣赏音乐作品，让他们直观

地感受音乐艺术的美。器乐演奏不仅能加深学生对音乐作品

的理解，还有助于他们审美能力的发展。教师应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器乐演奏，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

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性，为学生创设真实生动

的音乐情境，确保学生参与到音乐学习之中，只有真正参与

其中，学生才能深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也才能提升学生的

审美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了解作品其中的

文化，并感受作品的特色，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乐器演奏

作品，借助器乐演奏使学生获得乐器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

由此可见器乐教学不仅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加精彩纷呈的音

乐课堂，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音乐的

理解、鉴赏、学习、创造能力，使学生在参与音乐演唱、演奏、

课堂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提升演奏技能和审美意识，从而提高

学生的音乐素养，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 中西乐器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实施策略
①以兴趣爱好为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器乐演奏对于激发学生学习

音乐的兴趣，提高对音乐的理解、表达和创造能力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兴趣是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的积极态度，学生

的学习兴趣、学习愿望是学好音乐的先决条件。教师应根据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认知规律来进行课

堂教学设计，通过情境创设、技巧表现等相应的手段来引导

学生感知音乐。

例如，对低年级学生可以采用趣味性的音乐游戏，激发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通过创设听记节奏环境、默写旋律；听

音乐辨别乐器；猜音乐谜语等情境；让学生听一些简单的乐

曲，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产生对乐器跃跃欲试的感觉，知道

通过器乐演奏是能够表达感情的，也是能培养兴趣爱好的。

对中学生则可以采用听奏结合，即听中奏、奏中听的方法，

使音乐欣赏、器乐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选择一

些学生熟悉优美的歌曲，学生在学习演奏一首新的乐曲前，

先让学生欣赏这首乐曲，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再结合教师的介绍了解这一作品的内容以及它

所表达的思想，然后再让学生按乐曲的要求反复进行练习，

力求能生动地再现原作的深刻内涵。这一结合音乐欣赏与器

乐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方法，不但能愉悦身心，使学生从听奏

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演奏技能及审美能力。

通过教师对学生的有效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轻松、有趣的器乐演奏中

来，变“要他奏”为“他要奏”，以此来推动学生不断去探

索和获取新知识、新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②音乐教学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有唱歌、欣赏、律动、

器乐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提高

的。音乐教学过程是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过程，器乐教

学很大程度上是为唱歌服务的，器乐演奏的加入能使歌曲更

动听、更优美，能让学生更有表现的欲望。在进行视唱练耳

训练时，通过使用打击乐器，学生能较快地提高节奏能力﹔

通过使用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如钢琴、风琴、电子琴、口琴、

竖笛、吉他等），学生能掌握音高、节奏、视唱及乐理知识，

解决唱歌的音准问题。器乐教学与律动教学常常同时进行，

一边律动着游戏，一边手里拿着乐器，或打击节奏，或演奏

旋律片段，演奏丰富了律动的内容与形式，两者结合在一起

使律动教学更具有音乐性，而器乐教学也更具有趣味性，这

也是音乐教学从形式上到本质上都必须是艺术化的这一要

求的体现。

③选择合适的乐器，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实施有效

教学。

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根据课堂教学需要和

学生的年龄特点选用合适的乐器。可以从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进行选择：一是要有统一调高的乐器，便于集体演奏；二是

要价格便宜，经济实惠；三是要音质好，音色美能引起学生

的兴趣；四是技术要求不高，简单易学。例如，竖笛、口琴、

口风琴等，在这三种乐器中，竖笛最便宜，携带方便，它是

学音乐的入门乐器，竖笛小学生一吹就响，容易掌握，只要

老师教学得法，小学生很快就可掌握演奏技巧，可以激发他

们学音乐的兴趣。口琴体积小，携带方便，音色优美，是一

件和声乐器，能独奏、伴奏、合奏，各年级学生都适用，缺

点是音孔不能直观，低音区和高音区音阶又不按顺序排列，

吹吸音学生较难掌握。口风琴是键盘乐器，键盘有利于学习

音乐的基础知识，口风琴音量大、音色美，它能吹奏双音、

和弦、能转调。学会了口风琴后再学钢琴、电子琴、风琴、

手风琴等就会事半功倍。对于高年级可以选择相对带有技巧

性的乐器，如葫芦丝、竹笛等。

器乐教学要与演奏乐曲、表现音乐结合起来。教师可适

当整理一些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歌

曲，比如，在进行葫芦丝教学时，《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优

美与《竹林深处》的欢快，以及《婚誓》中两人一问一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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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可以瞬间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再利用联

想法，让学生联想云南傣族的泼水节，这样，学生的情绪随

着乐器演奏的效果而改变，对葫芦丝的学习兴趣自然也就被

调动起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节奏感和相互协调能力，还激

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通过器乐演奏来表达音乐情感

的教育目的。

4 中小学音乐课堂中器乐教学的具体实施
音乐教学大纲中规定：根据不同条件，选学常见的打击

乐器、竖笛、口琴、口风琴、电子琴以及易学的民族乐器等。

器乐教学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按照“由浅

入深、由表及里、由普及到提高”的认识规律，借助器乐学

习音乐，利用一些简单易学，且具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学习音

乐，可以更好地拓展学生学习音乐的领域，提高学习音乐的

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①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可以把乐器教学与唱歌教学相结

合，教师要根据学生年龄的个体特征来选择适合的乐器，教

学生学会歌曲后，再让学生来吹奏旋律，为歌曲伴奏（吹主

旋律），或者根据歌曲的难易程度选择直接依琴视奏旋律，

把乐器当作辅助学习的工具进行音乐教学。学生在这个阶段

学习器乐的成功与否是次要的，我们主要看学生在这个学习

过程中参与音乐的乐趣和表现。以口琴、竖笛为例：

第一，歌唱的呼吸训练：在口琴、竖笛的吹奏过程中，

均离不开呼吸，这个呼吸的过程正好与我们唱歌的呼吸训练

要求一致。

第二，二部合唱的训练：在这个环节中，首先，可以用

探索学习的方法进行学习，选择两个部分的学生分别吹奏第

一、第二两个声部，另一部分学生聆听其和声效果，采取这

种办法可以让学生体会和感受和声效果，培养学生的内心和

声感，以及学生间的相互学习与鉴赏能力；其次，还可以选

择一种同伴互助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即同一个声部由唱和

奏两部分学生合作完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和声织

体感和培养学生之间的默契。

第三，辅助歌唱教学：在歌唱教学中，我们时常会遇到

比如音高、音准、节奏等难点，针对这些深奥、枯燥的学习

与训练，如果教师借助学生手中的小“乐器”（口琴、竖笛）

进行辅助教学，可以激发出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使学生的学

习呈现出活泼和有生机的势头。例如，小学音乐教材《侗家

儿童多快乐》是一首二部合唱歌曲，第一声部呈现给我们的

是一个飘逸舒展的旋律，第二声部是一个轻快、跳跃、富有

弹性的旋律，节奏为密集型，前八后十六节奏，应该说这是

合唱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何解决呢？简述步骤：模击节奏

（×××）→师生同奏（固定音）→学生自学（学生依节奏

填谱）→师生合奏→学生尝试合奏。

谱例（合奏）：6—l2—l1—│ 2—l3—l6—l
621 2 l 621 2 l 62 12 l 16 60 | 365 6 / 365 6 l

5—│ 3—l
36 56 | 533 l

在合奏训练中，要注意学习中的循序渐进和探索性原则，

不要急于求成，多让学生体验、感悟和探求学习方法，合奏

的层次要清晰、和谐、愉悦和优美。教师的合奏指挥要动作

准确、清晰、大方和掌控自如、表达清楚。

②听赏教学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更是

我们整个音乐教学的关键。尤其是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

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等，更离不开听赏教学。传统的听赏教

学模式是“初听→复听→讲解→分析→再复听”，在听赏教

学中我们可以运用器乐吹奏作品，让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活

动，加深对音乐作品的记忆和理解，形成一种良好的体验桥

梁。特别是一些简单、通俗的好民歌、名曲，教师可以通过

指导学生学习，来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真正在

音乐的王国里遨游。例如，民族器乐合奏曲《采茶扑蝶》《金

蛇狂舞》，民（名）歌《欢乐颂》《保卫黄河》《卖报歌》

《故乡的亲人》《摇篮曲》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器乐教学融乐理知识、演奏技能、音乐欣赏

为一体，在中小学音乐教学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可低

估的作用。器乐教学有助于推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它

可以盘活音乐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音乐

表现能力、创造能力、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是提高学生审

美意识的一个重要教育手段，在学生整体素质的形成中起着

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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