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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音乐课问题及策略研究

王一呈
无锡市新吴区泰伯实验中学Ǔ江苏Ǔ无锡Ǔ214000

摘Ȟ要：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发展，2019年教育部启动了新课标的修订。新课标涵盖音乐、美术、舞蹈、戏
剧、影视五门学科，并将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立德树人确立为艺术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基于对新课标的深入理解，

本文阐述了核心素养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眼学生审美能力、表现力和创新思维

能力的培养，以实际调研数据和访谈内容作为研究方法，探究一线教学中学生关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实际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提高初中音乐教学质量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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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素养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
称艺术新课标）是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版）》基础之上进行修订的，涵盖了音乐、美术、舞

蹈、戏剧、影视五门学科。由此奠定了艺术多元化发展

的基调。在艺术新课标音乐章节中，核心素养是课程育

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适

应个人终身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1]。核心素养包括四个方面：审美感知、艺术表现、

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其中，审美感知是艺术培养的重

中之重，而核心素养的四个维度之间又是相互依存、互

为依托的关系。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四维目标对培养学

生音乐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学生审美体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敏感性和

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审美感知是对自然世界、社会

生活和艺术作品中美的特征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感

受、认识和反应能力。[2]审美感知可以分成审美和感知

两个概念。审美以感知为基础，同时又融入了个人的情

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是一种心理活动，具有评价和

判断的作用。感知则是通过人的感官来接收外界信息，

经由大脑产生对艺术的理解。在教育教学中，感知是美

育的主要教育渠道，审美感知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发现

美、感知美，丰富审美体验，提升审美情趣。审美感知

从始至终都在伴随着音乐艺术，是人们学习艺术和创造

艺术的核心动力。第二，培养学生音乐实践能力，提升

学生的表现力。艺术表现是通过艺术活动来展现学生思

维、美感、想象的实践活动。艺术表现可以培养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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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艺术技能，同时还能在活动中传递积极向上的思维。

第三，鼓励创新创造，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华。学生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对生活的感悟与理解进行艺术

创作或艺术改编，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艺术创作中产生自

己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的方式来转化为艺术成果，创意

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第四，引导学

生理解与尊重不同文化艺术，使学生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

与文化意义。文化理解是以传授文化精髓与人文内涵为

目的的教学活动。感悟艺术、领会文化价值有助于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

2��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审美能力存在差异
音乐教育的本质是以审美教育为核心，而审美教育

又包含了对音乐的感知能力、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学

生的审美水平受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制约，其中家庭

环境起主导作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起辅助作用。据

教育专家统计，成长于有艺术熏陶家庭的学生审美水平

较高，而成长于无艺术熏陶家庭的学生审美水平普遍较

低。在音乐学习中，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创造力和审美感

知能力。学校音乐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将这些缺乏艺术熏

陶、审美水平普遍较低的学生培养成拥有一定审美能力

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促进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2）学生缺乏自我表现的积极性
初中音乐课堂整体气氛较为沉闷，与小学音乐课堂

相比，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降低，且年级越高的学生

课堂积极性越低。在展示与表现的环节中，部分学生呈

现出羞涩、沉默、逃避、手足无措、拒绝展示等现象。

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初中生的心理问题

导致其课堂积极性降低。步入青春期的学生有着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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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渴望表现但同时又存在自卑心理，害怕被人嘲

笑，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推动下，大多数学生产生了“从

众心理”，这种心理导致初中音乐课堂的整体积极性降

低；第二，学生音乐素养较差，由于个人的能力问题导

致其惧怕展示；第三，受应试教育影响，部分学生和家

长违背各学科均衡发展的理念，使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

学习的认识存在不足，因此造成了学生音乐基础薄弱的

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学生被要求自我展示时，因

其基础较差、学习吃力，便产生了恐惧心理。在教学

中，教师应以鼓励教学为主，为学生建立自信心，不断

消除学生对于自我展示时产生的羞耻和恐惧。同时，教

师还应在音乐感知为主的前提下打好学生的音乐基础，

为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奠定基础。

（3）传统的教学模式压制学生的创造思维
目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中学的音乐课未能

及时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模式上大多沿用传统模式。

教师处于教学的中心地位，采用封闭式、灌输式的教学

方法，致使学生在课堂上丧失了主体地位。教学方法单

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只能被动、机械地接受音乐知

识。在此种情况下，音乐便失去了陶冶情操、提升审美

素养的作用，这在课堂上就表现为“毫无活力、死气沉

沉”的景象，同时学生也失去了创造力。新艺术课标提

倡在保证“双基”培养的前提下，强化以审美感知为核

心的教学理念。基础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提升艺术

修养与审美修养，造就综合性的艺术人才，推动学生全

面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构建开放式的教学课堂，以学

生发展为本，教师不必再受教材、教参内容的束缚，而

是依据学生的自身状况进行延伸与拓展，最大程度地唤

起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艺术思维“活跃”

起来，以便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挖掘学生的创新与

创作潜能。

3��调研与分析

（1）关于初中生音乐课堂核心素养能力的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对音乐课的实际需求和在音乐

课堂中的真实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进

行调研。通过分析调研结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发现当

前教学的实际成效和教学短板，了解学生们内心的真实

需求，并为后续教学提供指导方向。问卷调查针对学生

音乐核心素养方面，内容包括：学生对音乐课的喜爱程

度、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学生艺术表现能力、

学生创意实践能力以及学生对艺术文化理解的能力。问

卷设计如表1所示。

表1��音乐课教学调查问卷

问卷标题 问卷内容

学生对音乐课的喜爱程度

1.你喜欢音乐课吗？
2.音乐课上你最喜欢的教学内容是什么？
3.你觉得目前音乐课教学方式是否有趣？
4.你认为音乐课对你的综合素质提升有帮助吗？

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

能感知到歌曲中的音乐情绪、情感内涵。
能够依靠听觉辨别节奏、节拍。
3.对音乐旋律有感知能力，能够跟唱或模唱。
4.能体会到音乐作品中的美，并用语言表述出来。

学生艺术表现能力

1.能够主动参与不同形式的演唱（演奏）活动，对演唱（演奏）保持浓厚的兴趣。
2.能运用一定的演唱（演奏）技巧提高演唱（演奏）表现力，较好地与他人合作多声部音乐。
3.敢于在人前展示自己音乐课所学歌曲或乐曲。
4.能较好地表现音乐节奏、节拍、旋律、乐句、乐段特点，控制速度、力度、音色变化，表达更
好的音乐情感、增强音乐感染力。

学生创意实践能力

1.能够找到音乐特点和变化并编创相符的声势、律动或舞蹈动作。
2.能够根据所学内容编创音乐故事、音乐剧、情景剧等音乐作品。
3.能结合生活情境，用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短语、诗句、诗词进行吟唱。
4.能运用自然界、生活中的声音来编创音乐，并用简谱记谱。

学生对艺术文化理解的能力

1.能够在音乐作品中学习和感悟作品的文化内涵。
2.能对不同民族文化的音乐风格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反应，对于不同的音乐文化特点能够理解并尊重。
3.能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
4.能理解没有歌词的音乐所表达的内涵与情感。

（2）调研分析
本次调研数据来自无锡市新吴区的三所初级中学的

三个年级，共收集200份问卷，其中废卷96份，最终有效
问卷10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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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学生对音乐课的喜爱程度

调查题目 调查结果 学生人数 占比

你喜欢音乐课吗？

喜欢 93 89.42%
一般 10 9.61%
不喜欢 1 0.96%

通过收集问卷，发现有10名学生对音乐课既不喜欢
也不讨厌，1名学生不喜欢音乐课。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
于音乐课是喜欢的，关于学生喜欢音乐课的原因，通过

访谈，我们也做了相关调研，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通过访谈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初中生因学业压力

过重而喜欢音乐课。他们认为音乐课不像其他主科课程

一样需要动脑筋，唱歌和欣赏音乐也能为他们带来快

乐。音乐课被学生认为是逃避学业压力的娱乐课程。其

次，占比较高的是没有繁重的作业。在这一理由中，不

乏对音乐课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学生。16%的学生因喜欢
唱歌和听音乐而喜欢音乐课。在这一理由群体中，多为

曾在音乐领域取得过奖项或参加过学校合唱队的学生。

他们认为在音乐课上能够展示他们的歌唱能力。4%的学
生认为，音乐课的乐趣在于可以学习到音乐知识，经过

了解，这一类均为家庭重视艺术培养的学生，学校音乐

课所讲述的知识对于他们并不陌生，甚至非常简单，这

也促使他们对音乐的学习更加主动、积极。剩下5%的学
生由于理由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未将具体原因展示。

根据学生对音乐课的喜爱程度及原因调查统计，我

们可知音乐教学绝不能以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授课，应该

从兴趣爱好入手，让学生拥有成就感，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由于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深，并且在应试

环境主导下音乐相较于其他主科课程不被学生和家长重

视，所以核心素养的教学存在一定困境。经问卷显示，

学生在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两个板块中部分学生能力欠

缺较大，如图所示：

表3��学生艺术表现能力

调查题目 调查结果 学生人数 占比

能够主动参与不同形式的演唱（演奏）活动，对演唱（演奏）保持浓厚
的兴趣。

是 60 57.69
一般 31 29.80
否 13 12.50

能运用一定的演唱（演奏）技巧提高演唱（演奏）表现力，较好地与他
人合作多声部音乐。

是 38 36.53
一般 47 45.19
否 19 18.26

敢于在人前展示自己音乐课所学歌曲或乐曲。

是 45 43.26
一般 39 37.50
否 20 19.23

能较好地表现音乐节奏、节拍、旋律、乐句、乐段特点，控制速度、力
度、音色变化，表达更好的音乐情感、增强音乐感染力。

是 57 50.96
一般 32 30.76
否 19 18.26

从（表3）中可以分析出，大部分学生具备以上表
现能力素养，敢于在音乐教学中展示、合作、表达，但

仍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身缺乏表现能力，经过访谈后得

知，这一部分学生由于自身家庭没有音乐熏陶，音乐基

础较为薄弱，或出于自卑心理等，不敢在音乐课堂、舞

台以及他人面前展示自己。

在所有受访者眼里，音准与不识谱常常被视为自身

缺乏表现能力的原因。初中生音不准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方面源于教师教学方法与音准训练的不足，另一方

面，更多是因为变声期使得声音难以把控。在青少年群

体当中，男生变声期的声音变化最为明显。因此，初中

阶段唱歌音准问题较大者以男生居多，本次受访群体中

受跑调困扰者也多为男生。不过，青少年的跑调问题并

非不可解决，教师在教学时应关注个别学生的问题，及

时纠正，多听、多练，切不可任由跑调问题发展，不识

谱问题亦是如此。关于学生的自卑心理和害羞情绪，教

师应加强鼓励教育，给学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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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年来，创意实践这一核心素养于学校音乐教育中

的发展进程较为迟缓。学校音乐教育大多以歌唱课、欣

赏课、演奏课为主，创编和实践类课程开设较少，多

数教师面对创编实践类课程往往避让，原因有三：一是

创意实践课课堂纪律难维持，教师难以掌控；二是教师

自身素养有限，难以胜任创编课教学；三是一线教师课

外任务重，无暇构思创意实践课内容。如此陷入恶性

循环，创意实践素养难以在学生身上有效落实。表格

（3-4）显示，当面对需要创造力的问题时，大部分学生
给出否定答案，这既反映初中生学业压力下创造力的匮

乏，同时也体现学校音乐课未能引导学生如何发挥创造

力和想象力完成创编实践。基础教育阶段，不要求学生

成为作曲家或戏剧家，而是要让学生基于自身知识，综

合运用各学科进行创作。

表4��学生创意实践能力

调查题目 调查结果 学生人数 占比

能够找到音乐特点和变化，并编创相符的声势、律动或舞蹈动作。

是 51 49.03%
一般 26 25%
否 27 25.96%

能够根据所学内容编创音乐故事、音乐剧、情景剧等音乐作品。

是 31 29.8%
一般 33 31.73%
否 40 38.46%

能结合生活情境，用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短语、诗句、诗词进行吟唱。

是 26 25%
一般 37 35.2%
否 41 39.80%

能运用自然界、生活中的声音来编创音乐，并用简谱记谱。

是 31 29.8%
一般 30 28.84%
否 43 41.34%

4��提高初中音乐教学质量的有效策略

（1）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审美感知能力
学校音乐教育培养的是学生对音乐作品中美的特征

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感受、认识、把握和反应能

力，培养的是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3]在教学如何实施审美感知素养的培养，需要教师发

挥自身智慧。

最为常见的教学方法是使用奥尔夫乐器（打击乐

器）进行演奏，能够培养学生节奏感知能力。以苏少版

音乐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在灿烂阳光下》

为例，教师分别将三角铁、双响筒、碰铃、铃鼓、手摇

铃、手鼓、非洲鼓分发给学生，在学生对乐曲较为熟悉

时，教师可安排学生跟随范唱利用手中的打击乐器伴

奏。教师按照音乐的结构和层次逐组让学生加入，到了

尾声部分时，再让所有乐器齐奏，营造出辉煌且激动人

心的气势。学生通过听唱和使用乐器，可以感知音乐节

奏，而每组乐器不断地加入又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了音

乐层次的递进，同时也对这首歌的音乐结构有了相对完

整的了解。

此外，多种感官的结合还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创设情

境，培养学生对音乐中的美的联想。以苏少版音乐教科

书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丝路驼铃》为例，本单元主要

由两首演唱作品，两首欣赏作品和活动与创编三个部分

构成。其中，新疆作品两首、青海民歌一首、通俗演唱

作品一首。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将新疆音乐作为切入

点。首先，教师让学生闭上眼睛听一段音频，这是新疆天

山脚下的景色，有潺潺的流水、河谷里的鸟鸣、雪山上的

风声、成群结队的牛羊叫声和犬吠、哈萨克族大叔的叫

卖、婚礼现场的载歌载舞、坐在马上弹着冬不拉路过的

歌手阿肯。音频播放结束后让学生将他们心中想象到的

景色画出来或用文字、语言描绘出来。而后教师再以视

频的形式重新播放，并询问视频中与你联想的场景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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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同。这样的引导有助于培养学生感知美、认识美的

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思维。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体态律动还可以培养学生感知

音乐旋律的强弱、快慢的能力，柯尔文手势能够引导学

生感知音的高低，柯达伊节奏训练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感

知和认识节奏的变化。

（2）利用“第三课时”培养学生表现力和创造力
初中音乐教材每一单元都设置了三课时的内容，包

括唱歌、欣赏和编创与展示，但大部分音乐教师都跳过

了第三课时，其原因多样，如“怕麻烦”“学生不好

管理”“自身能力不足”等，教师不愿思考新的教学模

式，一味的按照老方法教学，在这种教学惰性的驱使

下，学生的艺术表现素养和创意实践素养难以得到提

升。艺术表现，顾名思义是通过参与音乐实践活动而获

得的一种能力，创意实践则是学生在课堂知识或多种学

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创造的活动。在音乐

教学中，教材的第三单元需要学生将这两种素养充分结

合，但很多学生并不具备多种艺术修养，因此，音乐教

师自身具备全面的艺术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是几种较为常见的创编与展示的方法：

舞蹈的形式：学生通过学习简单的舞蹈基本动作组

合，在熟练后自主根据歌曲旋律、情绪、快慢等进行

创编。

器乐的形式：学生通过自身掌握的乐器对所学歌

曲、乐曲进行改编或创编，可在音乐形式、结构、情绪

上入手。这种形式对学生音乐基础和器乐基础的要求较

高，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就打好学生的基本功。

填词的形式：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将符合音乐作品的

歌词填入乐曲，形成二度创造，歌词来源可以选自语文

课文、散文诗歌、历史名言、英语课文等。同时，还鼓

励学生原创歌词，其歌词主题来源可以是美术课上的一

幅画、体育活动时的场景、生活中的故事、大自然的景

色等。

情景剧的形式：教师对作品进行解析后，学生自主

深入挖掘作品内涵或对作品情节进行不同程度的编创。

也可将其他学科内容与音乐相结合，例如当学生听到

《自新大陆》第四乐章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美术课所

看到的法国大革命名画《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者在巴黎

市政厅前》，或想到了语文课文《荆轲刺秦王》等……

于是，根据音乐情绪推动创编了相关情景剧。

歌表演的形式：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较为熟练的教材

内作品，在对学生进行一些较为简单的肢体动作后启发

学生如何根据歌曲表达创造动作，在统一教学后将学生

分成小组活动，自主编创，边唱边演，载歌载舞。歌表

演可以分成三种形式，注解式、情绪式、情节式。注解

式是用肢体动作直接表现歌曲内容，情绪式是从音乐形

象、音乐情绪出发，边歌边舞。情节式是一种有人物、

角色、情节、过程的表演，边唱边演。[4]歌表演与舞蹈和

情景剧不同，是以歌唱为主，其他艺术形式为辅的一种

表演形式。

（3）教师应助力学生“文化理解”素养的培养
音乐学科的文化理解是对特定文化情境中艺术作品

人文内涵的感悟和领会，他不仅是核心素养之一，更是

社会人文素养[5]。在“文化理解”方面，教师自身对教材

和作品的理解在课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经由

教师的讲述从而对世界、社会、民族、人文产生新的认

知，并且经过自身的思考理解，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文化理解素养的培养过

程中，教师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师自身要深入把握课程内容，精准且到位

地理解课程内容和相关作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

常将关注点聚焦于学生的知识点掌握和技能的提升。

受应试教育的压力所迫，教师通常要求学生背诵、记忆

知识点，而对于作品的历史渊源、创作背景以及表达内

涵仅仅是照本宣科地朗读一遍，或者让学生诵读相关介

绍。实际上，教师自身也未曾深入探究其中的内涵与意

义，如此一来，教师对作品的理解仅浮于表面，学生则

更难以领会其文化底蕴。所以，教师在备课之际，务必

深入“吃透”作品，并且进行适度的相关拓展。其次，

教师要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教师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地位举足轻重，是学生心中的权威象

征与前行目标。学校音乐课是美育与德育的重要呈现形

式，音乐作为美育与德育的有效载体具有强大的感染

力。在音乐课上，当介绍戏曲、民族管弦乐、民歌以及

舞曲时，教师既要引导学生领略我国音乐文化的丰富性

与独特性，又要积极传播诸如爱国、民族团结、文化求

同存异等正确的价值观。此外，教师还可凭借红色歌

曲，讲述其背后的动人故事，让学生在音乐的旋律和情

感之中，深切感受爱国情怀，进而培育民族自豪感。最

后，教师还可利用大单元教学的方式，将学科内容串联

起来，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够理解不同文化的特

色，进而具备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人文情怀。

当今社会对于学校音乐教育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听

和唱，而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学生既要在审美感知水平上有所提高，又要在艺术表现

和艺术创造力方面得到提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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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视野不断被拓宽，对音乐的审美也越发多元化，

这造成了学生审美存在差异性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拓

展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民族、不同种类的音乐，

培养学生的审美认知，拓宽视野，并提升其审美水平。

此外应试教育下初中生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缺失问

题较为严重，因此教师必须摒弃老办法，积极引入新的

教学方法。例如，以大单元教学来效弥补学生知识碎片

化的问题，使学生构建完整的音乐知识框架，同时提升

人文素养。还可通过任务驱动式教学，开启学生自主学

习的大门，从学生被动填鸭式学习变为主动探索式学

习。融合教育学习理念也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将音乐与

其他学科相关联，以学习主题为核心，串联其他艺术形

式，为学生打开了多元文化的大门，极大地拓展了学生

的文化视野。通过一系列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运用，

学生的艺术天性得以释放，从而能够更好地激发其创造

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感知音

乐，同时还能够提升音乐文化素养和人文理解能力。

小结

在当前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育背景下，基础音乐

教育正面临一个转折期，教学模式处于传统教学向新式

教学的过渡时期。音乐教师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要

保证学生能够掌握扎实的音乐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

改革创新，培养学生表现力、创造力与审美能力。在实

际教学中，学生情况参差不齐，教学活动很难全面按照

课标要求实施。因此，音乐教学需循序渐进，在学生打

好基础的同时提高审美水平，逐渐将创意实践和艺术表

现这两个素养加入教学中。教师还应该不断探索并积极

革新教学方法与内容，以“趣”引学，以“动”促学，

确保音乐课堂能够“活”而不乱，主动采用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音乐课从“让我

学”变成“我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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