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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视角下的高中音乐鉴赏课

路　 鸣

（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济南　 ２５００００）

【摘　 要】 音乐鉴赏能力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 艺术实践和文化理解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

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文章通过对普通高中音乐鉴赏模块教学现

状进行分析， 依据艺术批评的写作方法、 角度和标准为音乐鉴赏提供正确的途径和思路， 使学生掌握

正确的音乐鉴赏方法， 不断提高音乐鉴赏水平和实践水平， 最终实现情感认同和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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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发布， 核心素养进入广大教师的视野， 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成为教师关注的热点。 一些

专家学者指出，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 学生处于

“接受性欣赏” 状态，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很难

摆脱固定的思维方式。 在音乐课中， 如何树立学

生的主体地位？ 如何有效实现音乐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 从艺术学理论的角度上看， 鉴赏与批评

是密不可分的艺术活动， 因此研究者试图从艺术

批评角度探索音乐鉴赏课的新思路。

一、 艺术批评与音乐鉴赏的关系

艺术批评作为一个专门的艺术术语， 源于西

方。 “批评” 一词在英语中是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在法

语中是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ｒ”， 二者源于希腊语 “ｋｒｉｔｉｋｏｓ”，

都含有判断、 裁判、 论定的意思。 艺术批评是指

在一定美学原则和艺术理论的指导下， 对艺术家、

艺术作品、 艺术思潮、 艺术流派及艺术批评本身

进行的科学分析和评价［１］。 艺术批评作为艺术理

论、 艺术实践与艺术鉴赏之间的桥梁， 是提高大

众音乐综合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艺术批评

并没有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很多人认为艺术批评

是艺术家的事情， 与大众的 “音乐生活” 无关。

事实上， 艺术批评的主体可以是艺术家、 评

论家， 也可以是普通大众， 如人们听到音乐时会

表达喜欢或不喜欢。 大众的鉴赏活动是艺术批评

的前提， 艺术批评又可以帮助大众理解、 鉴赏艺

术作品。 大众以审美为目的进行艺术欣赏， 运用

自己的知识经验对作品进行主观审美判断， 实现

音乐鉴赏活动； 若进一步做出深度分析与价值判

断， 则实现艺术批评。 艺术批评离不开鉴赏活动，

是大众进行艺术体验的升华。

二、 鉴赏模块教学中艺术批评的意义

（一） 转变传统音乐鉴赏教学观念

艺术批评可以为高中音乐教学提供更为广阔

的视角， 探索音乐教育的新理论。 运用艺术批评

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学生了解音乐文化的内涵与成

果， 引导学生探究音乐作品背后的人文价值与意

义， 同时增加师生互动的机会和学生展示的平台，

使学生逐步了解音乐元素， 提炼出标志性的音乐

语汇， 从而培养他们的音乐能力， 这为高中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