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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

初中音乐审美教育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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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审美教育实施效果欠佳的原因主要有： 一线教师多视音乐美育为知识教

育； 采用大班化的教学方式； 教学依然沿用凯洛夫模式； 活动教学形式化。 教师应知道音乐

美育的内容， 循序渐进地在课堂上实施音乐审美教育， 懂得音乐审美教育操作的步骤， 围绕

美育目标， 思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提升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 有效地解决初中音乐审美

教育实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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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
而初中的音乐课怎样体现审美教育？ 如何进

行审美教育？ 怎样判断学生在美育方面得到

了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 音

乐教师应认真考虑并反思音乐审美教育在课

堂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明晰解决方案， 从

而有效地进行音乐课程改革。
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观察与反思， 笔者认为， 当前初中

音乐审美教育实施效果欠佳， 主要存在以下

四个方面的问题。
１ 一线音乐教师多视审美教育为知识教

育， 暴露教师素养中的短板

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音乐教育属于

审美教育， 即美育的范畴。 《义务教育音乐

课程标准 （ ２０１１ 年版）》 （以下简称课标）

指出， 美育是运用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的一

切美的成果对人自身进行美化的教育， 它是

以生动直观的形象为手段， 以激发情感， 陶

冶性灵， 培养情操， 追求理想为特征， 潜移

默化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
这种音乐审美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 感

悟、 沟通、 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

人文内涵的认知。 音乐教育关注的不仅仅是

学习音乐知识， 它还强调高层次的音乐学习

能力及情感、 美育素养的构建。 因此， 培养

学生的音乐思维、 音乐情感、 音乐想象等人

文素养就是音乐教学的目标［１］２。 音乐美育涉

及情感态度方面的内容， 而情感态度教育不

是知识教育， 它在三维目标中属于最高层次

的教育目标。
一线音乐教师虽然认识到音乐审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