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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音乐欣赏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沪州医学院

胡

艺术教研室
,

松
四川 沪州 64 6 X() 0 )

【摘 要】素质教育的 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

音乐是人 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培养

人的高雅的审美情趣
,

优化人的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

音乐欣赏教学对于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有着不可忽

视 的作用
,

可以促进学生审美素质
、

德育素质的提高
,

有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和知识面的扩展以及创造

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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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通过对音响的审美因素的反应来

进行的感觉教育
,

它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平衡和谐

发展
,

它对道德观
、

审美观的培养有着其他学科

不可替代的作用
。

从每个人成长过程看
,

音乐教

育是个人发展诸多方面 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重要环

节
,

是每个人终身学习受益的学科
。

当前
,

高校的艺术教育
,

特别是音乐教育
,

在素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

而在音乐教育中
,

音乐欣赏教学作为实施音乐教育的一个手段
,

是

音乐教育的中心
。

所 以音乐欣赏是实施素质教

育
,

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发展 的重要内容
。

它

是认知声乐 和器乐作品情感内涵
、

陶冶情趣
、

启

迪智慧
、

愉悦身心
、

寄托情思的审美活动
,

鉴于

音乐欣赏教学的特殊性
,

如其形象性
、

趣味性
、

情感性和再创造性等特点
,

决定了它对促进学生

智力和才能的发展
,

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审美

素质
,

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想象力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

一
、

音乐欣赏有助于学生道德素质的

提高

德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人们的思想品德
,

塑造

人们的灵魂
。

音乐教育把那些高度发展的社会理

性转化为生动
、

直观的感性形式
,

其蕴含的政治

思想内容
、

伦理道德内涵
,

均使学生在提高音乐

审美感受
、

表现力的同时
,

心灵得以净化
,

道德

情操得以升华
,

完善人格得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

界
。

任何道德素质教育如果没有情感做基础
,

只

靠空洞 的说教或生硬灌输
,

都将难以达到预期 目

的
。

音乐是具有浓重情感和鲜明意向的艺术
,

带

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倾向
。

通过音乐欣赏
,

能使学生从歌词
、

节奏旋律中受到鲜明的形象感

染和高尚的情感熏陶
,

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
。

优秀的音乐作品能使人形成 良好的思想品

格
,

音乐在实现其思想教育的作用时
,

并不靠强

制的方式
,

它依靠的是优美动听的音乐本身
,

潜

移默化的作用
。

如在欣赏著名的 《黄河大合唱》

时
,

作品以黄河为象征
,

热情地赞颂了中华民族

的英勇顽强和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
,

讴歌了

灾难深重但不断觉醒和崛起的祖国
,

描写了一幅

幅壮丽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画卷 ; 欣赏古琴

曲 《流水》
,

同学们都被其宁静致远而又积极进

取的民族气质所感染 ; 欣赏民族器乐曲 《彝族舞

曲》
,

都陶醉于少数民族风情中
。

又 如聂耳 的

《义勇军进行曲》
,

慷慨激昂
、

催人奋进
、

鼓舞

斗志
,

唤起民众
,

激励一代代热血青年走上革命

道路 ; 古曲 《满江红 》 淳朴悲壮
、

生动感人
,

体

现岳飞壮志难酬
、

精忠报国的英雄气节
。

这些优

秀 的作品及作品所渗透的积极健康的社会精神
,

可 以帮助学生养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

激

励他们在艰难困苦之时勇往直前
,

激发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
、

爱国主义热情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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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
。

二
、

音乐欣赏能促进学生审美素质的提

高 三
、

音乐欣赏有利于学生开发智力
、

拓

宽知识面

音乐本身对学生就是一种最富现实性的审美教

育
。

审美能力是人们在长期感受美
、

鉴赏美
、

创造

美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能力
。

音乐欣赏为学生

提供了较好的审美实践空间
,

使学生在感受音乐语

言美的同时
,

还可以从音乐作品的结构
、

题材
、

风

格
、

体裁格调中感受音乐内容
、

形式
、

哲理的美
。

任何艺术
,

都是表现人类情感的
,

而音乐作为

最具情感的艺术
,

在培养人的高尚情感及审美趣味

方面起着别的艺术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

音乐是社会

生活的真实反映
,

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同时代的物

质生活条件和与其有关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

它表现

的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最直接的心理感受 ; 同

时
,

音乐高于现实生活
,

不是把实际的生活照原样

记录
。

所以
,

音乐美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东西
,

是对

现实观经过艺术加工得来的
,

它比现实美
“

更高
,

更强烈
,

更集 中
,

更典型
” 。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

说
: “

心灵的器官是乐音
,

心灵的艺术意识语言是

音乐
。 ”

音乐能够增进青少年对音乐美的认识
、

理

解
、

鉴赏
、

创造的能力
,

充分调动青少年的知觉
,

从而在主观情感上得到审美体验
,

情感升华和心灵

净化
,

这样获得的教育要 比任何说教来得自然与真

实
。

音乐能美化人的灵魂
,

激发人对美好光明的不

懈追求
。

音乐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
,

需要欣赏者

深刻地理解其内容
,

才能激起感情上的共鸣
,

产生

丰富的联想
,

最终陶冶人的情操
。

音乐 的节奏是生

命节奏的体现
: 贝多芬的慢板乐章会使人进人沉

思
,

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则令人愉悦
,

迈开轻松的

舞步
。

巴赫那蕴藏着深刻哲理和丰富情感的音乐
,

能使人产生一种崇敬与高尚的心理 ; 贝多芬那构思

精巧
、

波涛汹涌般的音符
,

给人以命运的思索和勇

于抗争的精神 ; 每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
,

都有一个

高尚的灵魂
,

无论是 《二泉映月 》
,

还是 《英雄》

交响曲等许多高尚的音乐
,

会使人在困难面前增添

勇气
,

在痛苦当中变得坚强
。

总之
,

教师通过分析

乐曲的结构形式
,

帮助学生逐步提高和理解音乐要

素在作品中的表现
,

引导学生在欣赏音乐中以美的

音色
、

美的节奏
、

美的旋律感受音乐
,

逐步提高学

生的修养及审美评价能力
,

让学生在音乐作品中
,

智力的物质基础是人的大脑
,

音乐教育可

以促使学生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均衡发展
,

也就是逻

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平衡发展
,

这在生理学
、

病理

学中大体已经形成一致的结论
。

科学研究表明
,

音

乐 的活动不仅依赖于大脑皮层的分析机制
,

它还依

赖于那些主观感受与动机的次皮质结构
,

而这些结

构对人智力的发展
,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音乐教

育可以辅助强化德育进而增进智育的功能在我国的

教育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证明
。

例如
,

华中理工大

学的理工科学生在增加了音乐欣赏等课程之后
,

总

结出一个有趣的数学公式
“

8 一
>l 8’’

,

意思是说每

天从 8小时的专业文化课学习中减去 1小时
,

开展

音乐欣赏活动
,

其学习效率大于 8 小时
。

真正的科

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
,

通过音乐欣

赏课可以培养学生 自主欣赏音乐的能力
,

从而启迪

智慧
,

提高素质
。

在音乐欣赏教学中
,

学生通过对作品的欣赏
,

其听觉接受到刺激后
,

引起本人生活体验中与该听

觉刺激物相联系的有关领域的兴奋和情感共鸣
,

继

而产生想参与音乐表现和探索音乐 的愿望
,

激起对

音乐作品进行想象的兴趣和冲动
。

例如欣赏施特劳

斯的圆舞曲会使人产生轻盈
、

飞翔的感觉和翩翩起

舞的愿望 ; 听到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的

优美词曲
,

脑海中就会出现草原牧区的美丽图景
:

白云在蓝天 中飘动
,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

骏马奔

驰
,

百鸟欢歌
。

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教育形式
,

可以

发现
,

音乐欣赏教学较之其他形式的教学更容易激

起学生想象的兴趣
,

使他们主动地
、

毫无怨言地进

行想象力的训练
,

最终养成善于想象的习惯
。

因

此
,

音乐欣赏的过程就是一种需要依靠想象对作品

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

音乐欣赏的教学就是直接培养

学生想象力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同时还开发了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发展了抽象思维
、

逻辑思维
、

形象思维的能力
,

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

达到智

力素质的飞跃
。

实验证明
,

音乐对于学生提高抽象

思维能力
、

敏捷的推理能力均可产生重大的作用 ;

对于信息记忆的能力和信息反馈的能力
,

以及动手

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可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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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把童年时代的音乐教育看成是他

一生事业成就的基础
,

正如他所说
: “

我的科学成

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
。 ”

音乐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的结晶
。

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

以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

在音乐欣赏教学

中学生将接触中外音乐作品
,

了解作曲家的生

平
、

时代背景
,

理解多种题材
、

体裁
、

风格与形

式 ; 不仅要学习音乐本身的知识技能
,

而且还会

接触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地区
、

民

族
,

涉及政治
、

经济
、

历史
、

哲学
、

地理
、

民族

学
、

人类学及其他艺术等领域
。

多让学生感受古

今中外
、

南北西东
、

喜怒哀乐
、

不同民族
、

不同

时代
、

不同文化背景
、

不同作家的表现手法
,

增

强学生对世界各民族音乐的 了解
,

有助于更准确

地捕捉乐曲的艺术形象
,

开阔学生的视野
,

提高

文化知识素养
,

充分挖掘学生的身心潜能
,

有利

于才能的发展
。

如
,

我国民族乐器种类繁多
,

像

笛子独奏曲就有北方的梆笛曲和南方的曲笛曲
,

北方的梆笛曲风格一般为音高圆润流畅
,

旋律富

于歌唱性
,

节奏比较舒展平稳
,

情绪表现以抒情

委婉为主
,

这也表现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在风俗
、

地理环境的不同
。

又如选听模仿多种声响
、

烘托

气氛的模仿性音乐
,

交响童话 《彼保与狼》
、

唤

呐曲 《百鸟朝凤》 等
。

通过学 习中国民族音乐
,

学生将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
,

激发民族 自

豪感 ; 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

化
,

将拓宽学生 的视野
,

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多元

文化
,

培养他们对 不同文化的理解
、

尊重与热

爱
。

四
、

音乐欣赏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创造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高体现
,

而一

切创造力无不源于人的想象
。

音乐欣赏是一个积

极 的创造 过程
,

音乐欣赏是一种审美的体验活

动
,

是一种
“

审美的聆听
” ,

人们从这种聆听中

要获得的并不对某一外在客体物质表面属性的认

识
,

而是要借助于这个知觉中的客体
,

把 自己内

心的某些感受释放出来
。

只有当你的意识从 日常

知觉中摆脱出来
,

完全进人到由乐音表象所构筑

的感性世界中去
,

沉浸在旋律的一起一伏
、

节奏

的一张一弛之中
,

用内心无声的歌唱来领会每个

乐句的韵味
,

用想象和情感来包容每一个流动着

的音符
,

音乐的美才会呈现在你的面前
。

在音乐

欣赏过程中
,

作为客体的音乐作品将 自身的感受

特征呈 现给欣赏者
,

以丰富多变的音响作用于人

的听觉 ; 与此同时
,

作为主体的欣赏者不断将自

身的情感和想象投放到作品 中去
,

达到心灵的共

鸣
。

由于音乐感性材料的非语义性 和非可视性
,

使音乐艺术具有模糊性和极大包容性 的显著特

点
,

给人留下了极大 的想象空间
,

是培养学生丰

富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

从音乐教育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看
,

十分有利

于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
。

不论西方重和声复调的音

乐
,

还是中国重旋律线条的音乐
,

都表达着人类丰

富而细腻的情感
。

这些情感通过不同的节奏
、

曲

调
、

和声
、

音色等要素来表现
。

欣赏音乐作品
,

需要注意包括速度
、

力度
、

音域
、

复调
、

曲式等在

内的要素特点
。

有人把音乐的表演称之为二度创

作
,

把欣赏
、

感受音乐称之为三度创作
。 “

有一千

个读者
,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

同样
,

欣赏者由

于兴趣
、

经历
、

知识
、

阅历等等的不同
,

对音乐

也会有多种多样的理解
。

在教育过程中
,

引导学生

在把握音乐形象的基础上
,

发挥自己的个性
,

大胆

展开联想
、

想象
,

进行二度
、

三度创作
,

能直接而

充分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

没有任何艺术形式
,

能像音乐一样激发人无穷的想象力
,

想象力是一

切创造力的基础
。

每当爱因斯坦研究问题遇到困难

时
,

他就把自己关起来演奏音乐
,

他常在音乐中重

新获得灵感
,

这原因正是音乐使他的情感从理性的

栓桔中释放出来
,

他的思路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
,

重新获得创造力
。

科学的发现
,

艺术的创作
,

都需要有创新求异

的思维
,

积极探究问题的心理倾向
,

创造性的人格

品质
。

音乐形象本身表情的丰富性
,

显然有利于人

的个性培养和思维的展开
,

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热

情和创造能力
。

综上所述
,

充分说明了音乐欣赏教学对学生的

综合素质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

如今
,

科学和经

济的发展
,

呈现出需求高文化
、

高素质的综合型人

才的特征
。

音乐给人的应该远远超过音乐本身
。

音

乐欣赏课能和同学们一起探求音乐 的奥秘
,

揭示

音乐的真谛
,

它能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素质
,

对于

学生个性的发展
、

完美人格的形成
、

学生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培养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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