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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导下,音乐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的着非常大的

机遇,但是,这场机遇却在实际实行中面临着种种问题,如何让中学音乐教育为提升全民素质发挥最大作

用,这属于一直在探讨和追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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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vigorously advocates quality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quality 

education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great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is 

opportunity is fac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in actual implementation. How to make middle school music 

education play the bigges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is an issue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and pursued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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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学音乐教育中的基础知识不仅可

以提高中学生的素质,还可以对中学生

未来的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仍然存在着

许多问题,因此,本文分析了目前音乐教

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希望对该领

域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素质教育下中学音乐教育的

现状 

1.1中学音乐教育的教师现状 

受到素质教育的概念影响,我国也

一直在大力重视音乐教育。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能力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许多人说到音乐教育,都大部分认为,只

是唱唱歌就完事了,但其实根据素质教

育概念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尤其是新课

标中,对于音乐的许多大方向都进行了

改变,要求老师们“以审美为核心”,但

是许多音乐老师,甚至许多一线的教师

们都不知道怎么落实这个以审美为核心

的概念。 

许多现在从事在一线的教师大部分

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以前他们当

学生时并不是这一套,该如何去落实都

是靠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及时的课后反思,

以及多多的借鉴,但是这也导致专业的

音乐教师,并且是能够落实新课标的专

业音乐教师较少,许多偏远一点的地区,

小学就没有音乐教师,中学更是只挂了

虚名,许多音乐教师本身的一线教学经

验还没有提升上来却还要为许多的主科

让步,只因为中考是升学考试,在这个考

试中,并没有音乐的立足之地,功利点来

看,许多的校领导和家长都觉得这对于

学校的升学率并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

升学率就没有来年的招生率,因此在素

质教育口号下音乐教育一直要求被重视,

但是往往都是空喊口号,并没有办法在

现实中真正的落实好。 

1.2中学音乐教育教学方式现状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已

经基本满足了马斯洛的生存需要,转而

更加考虑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现今教育

界更是愈发关注人本身的心理状况,与

过去的机械式教学有了很大的区别。但

是这仅仅只是一些好的发展苗头而已,

实际上,在现今的中学音乐教育中还仍

然存在许多的呆板、僵硬的教学方式,

比如音乐教育本身应该是一门及其富有

艺术创造的性质的教育,但是许多音乐

教育者在传授音乐这门课程时,采用传

统的说教式填鸭式方法,用一种作为知

识权威者的地位,来给学生灌输音乐的

知识和技巧,学生在其中很难感受到音

乐这门艺术其蕴含的魅力,无法将自己

的智力、情感和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

从来发挥出自己的创造能力。 

1.3中学音乐内容的现状 

现今在对中学生进行音乐教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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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忽略音乐本体功能,过度的发挥

其音乐的辅助功能,尤其是其“辅德”的

功能,将音乐教育等同于一种道德教育,

当然,学生们通过欣赏学习不同的音乐

作品不仅在提高学生们的审美能力,还

在挖掘每首作品的背景时进行了一定道

德教化,但是音乐教育并不能因此等同

于道德教育,音乐教育不是简单的在进

行道德说教,其作品本身就有非常大的

艺术价值,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的过程

中,一点点的潜移默化进行道德教育才

是正道,而不是以进行道德教育为目标

来设计整堂课,这种以德育为目的的音

乐教育,是偏离了音乐教育的本身。 

2 素质教育下中学音乐教育存

在的问题 

2.1现有教育体制阻碍音乐教育的

发展 

虽然教育界一直高呼素质教育,但

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音乐教育作为发

展素质教育一门本应被重视的课程,在

实际执行中一直深深受到应试教育的影

响。目前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一直都是

“一考定终身”,在众多的学生中,高校

吸纳量有限,因此需要依靠这种方式筛

选出所需的人才,而音乐教育的作用体

现的是在三观在审美这些无法通过具体

的考核方式来衡量的地方上,因此音乐

教育在这种境遇下,只能被迫靠边站,真

正希望通过素质教育只能成为一种美好

的愿景。 

在“应试教育”的教育机制下选拔

人才,造成了音乐教育的尴尬地位,要想

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从根源上进行改革,

建立起一套真正符合实际的教育体系,

让培养高分精英向全民提升素质改变。 

2.2音乐教育自身发展滞后 

音乐教育目前的现状与新课标中所

需要达到的音乐教育之间还存在较大的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音乐

教育教学方式落后；一是音乐的教育理

论还亟待完善。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其

实是一种“突变式”,是一种在世纪之交

由于历史的诸多因素而注定要发生的一

件事,不是传统的音乐文化水到渠成,而

是借鉴西方学制的突然变革。因此我国

的音乐教育虽然较100年前有了巨大的

变化,但是在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还仍

然跟不上脚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我国应试教育仍然在发挥重要

作用,所以音乐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处于各种追求功利者眼中的可有可无,

从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是在音乐教育

的具体落实环节上存在滞后。音乐教师

本身在工作中就会因为各种现实原因

看到实际上的音乐教育远远达不到新

课标中所要求的素质教育,从而只抓几

个突出的苗子应付学校的文艺汇演,或

者为了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从而将音乐

作为一个调节品,让学生听歌好好休息

会儿；这些现象的出现导致原本音乐教

育对于中学生的培养和提高素质的作用

大大削弱。 

3 素质教育下中学音乐教育的

意义 

3.1提升中学生的审美能力 

音乐教育本体功能就是提升学生的

审美能力,在中学开展音乐教育对于加

强中学生的美丑鉴别能力,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大数据的时代

背景下,短视频、微博、公众号等各种平

台,正在改变中学生的审美,各种好的坏

的,不加筛选推送到中学生的眼前,进而

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冲击,而如果能够让

学生学习相应的音乐知识,多欣赏一些

较为经典的高雅音乐,拓宽学生的审美

眼界,提升中学生抵抗不良信息的能力,

最终提升其审美鉴别的能力；另外,在我

们音乐领域之中开看,这种音乐教育的

实施,也在无形中提升了学生辨别什么

是好的音乐什么是坏的音乐的能力,也

许在中学时期,所具备的能力并不是特

别专业,但是也基本具有了一些基础的

鉴别水平,这一点对于中学生未来的审

美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 

3.2发展中学生的创造思维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会所需人

才也在悄无声息的发生改变,从以前需

求的专业人才向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能

力转变,尤其是对于创造力的需求非常

明显,而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场所,尤其

是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的中学生而言,

往往也是发展创造能力的关键时期。音

乐教育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实际的音乐教育过程之中,可以利用

一些音乐的特性,来帮助学生陷入思考

和想象之中,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发散思

维的能力,发散思维本身就是创造思维

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种不断的欣赏和

想象之中去最终促成学生创造思维能力

的形成。 

3.3树立中学生的正确三观 

在音乐教育中对于音乐避无可避的

一个环节就是欣赏,在进行音乐欣赏的

过程中,不仅是帮助学生形成了审美能

力,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中学生

构建一个积极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比如在进行爱国主义的作

品学习时,可以引导中学生们在这些作

品中发现一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精神品

质,并且不断的通过这种过程去积累这

些类似的品质,最终量变达到质变,将此

种品质内化成为学生们自己的三观中。以

此类推,培养其他优良品质也可以通过

此种路径实现,从而在当今的社会中建

立起一个正确可行的三观。 

4 素质教育下中学音乐教育的

出路 

4.1以平等师生关系探寻新的教学

方式 

改变以往教师和学生的主客体关系,

用一种师生之间是主体和主体的平等关

系进行教学,只有两者平等才能交流,从

而碰撞出新的火花才能探寻出属于中学

音乐教育应有的教学方式。 

比如在音乐课堂上采用“活动式”

教学,让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

生活经验和所学的音乐知识进行联系,

在这种过程中师生平等的对话交流,无

论是学生们还是老师在这种交流中都在

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思维,在采取

一种开放式的态度接纳着不同的想法,

每当出现与本身所认知的不同意见时,

通过探讨交流,从而去判定其真伪或者

可行性,这种行为会让人感受到接纳新

鲜事物的美好,从而实现了平等中获得

知识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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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以提升创新能力培养人的整体

素质 

当前,中学生们正处于思维活跃期,

在这个关键时期培养中学生的创新能力

是他们未来走入社会所具备一项核心竞

争力,因此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能力

也成为教育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而音乐

教育本身在培养创新能力方面具有其独

特优势,如何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 

4.2.1音乐教师具有创新意识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要关注到每个

中学生都具有潜在的创新能力,这种创

新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通过训练来不断提

高的,在音乐教育中,可以通过创设音乐

情境让学生进行初步感知,具有了初步

的感受之后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提问或

者展示一些相关教具引发学生的联想与

想象,这一过程正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

维能力,从而帮助学生不断拥有创新和

持续发展的能力。 

4.2.2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 

学生只有对创新有兴趣才能有发展

创新能力的动力,因此如何激发中学生

的创新兴趣是我们音乐老师在进行音乐

教育时重点关注的问题。 

兴趣来源于对生活中的点滴观察,

激发中学生的创新兴趣是基于中学生日

常生活的知识积累,因此在音乐课程中,

应该注重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积累的角

度出发。激发兴趣还应该在中学生的音

乐课堂上给予中学生进行创新实践的机

会,引导学生将所学所思进行整合转化

从而创新,只有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具

备高综合素质。 

4.3以打破学科壁垒建立新的生态

关系 

众所周知,受到应试教育选拔体制

的影响,音乐一直被视为副科,对于升

学没有任何帮助的鸡肋科目,但事实上

音乐教育对于发展人的素质是具有不

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这也要求我们打

破学科壁垒,正确看待音乐教育所起到

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同时

还是哲学家、音乐和天文学的爱好者,

达芬奇不仅是天才画家艺术家还擅长建

筑设计、通晓数学、物理等,这些名人的

事迹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人不应将自

己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应该将各个领域

的知识融会贯通,因此音乐是和其他的

学科共同在塑造一个人的能力,并不是

对于升学毫无帮助的一个鸡肋科目,在

学习音乐时,音乐对于精神的治愈,有助

于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更甚至学生在音

乐中的发散思维也是可以迁移到其他科

目的学习中,所以我们应该教会学生正

确认识到知识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之

间紧密联系的。 

这种知识间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使得

学生可以逐渐形成正确、健康的审美观

点,培养其感受美、鉴赏美。表达美和创

造美的生态关系,从而培养出的不再是

“文明的野蛮人”、“小镇做题家”、“有

IQ无EQ的人”,通过真正的音乐教育与其

他的艺术教育一起培养出身心协调发展

通达而识大体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教育

对于素质教育并不是没有作用,反而是

可以大大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

在实际实施时还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

因此如何使得音乐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还需要各级的校领导,音乐教师和家

长们的关注与配合,尤其是音乐教师应

该有责任让学生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领悟到音乐的美,从而陶冶情操启迪智

慧,不断成长为一个完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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