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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知在小学中低年级音乐教学中的培育方法初探

徐汇区向阳小学 范诗奇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明确提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育人目标，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框定和培育。核心素养落实在不

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学科特性，以笔者所任教的音乐学科为例，新课标中明确提

出艺术学科的核心素养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

审美感知列于四大要素中的首位，是一种对自然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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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是指我们对内

外信息的觉察、感觉、注意、知觉的过程。新课标中明确指出拥有较强的审美感

知能力是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的体现，也是从事审美创造的基础性能力，审美感

知素养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发现美、感知美、丰富审美体验，提升审美情趣。

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这一核心素养，我着重引导学生通过兴趣

激发获得感性体验，以技巧学习提升理性认知，用激励评价促进心理内化，形成

了若干实践方法，具体如下：

一、以“真实情境”激发学生对音乐教学的兴趣

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是一种起源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的学习方式，

其主张将学生所需要学习的知识与知识所对应的实践生活情境相统一，进而促进

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认知和实践运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中

十分强调情境学习，不仅在“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学会在真实情境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而且在后续的章节中多次提起教师要“加强情境创设和问题设

计”。

音乐学科中的真实情境分为学科情景和生活情景，与音乐相关的生活、自然

现象、历史资料、文化背景及音乐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是音乐学科的学科情景；学

生熟悉的各种生活场景，如校园、公园、社区，打雷、刮风、下雨等则是生活情

景。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需要聆听和感受，单一的听觉所带来的感受却是有限的，

将听觉与生活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样的音乐感受可以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更

好地感知、体验、理解、表现和创造，使学习的体验更加立体。这符合《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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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所明确提出的：音乐教育应从学生的兴趣、

需要和能力出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遵循学生的生理、心理及审美认知规律，

以学生为中心，提供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及学习音乐文化知识的机会。

小学中低年级学生对客观世界还处于初步认知的阶段，由于缺乏生活经验，

他们往往对作品的描述不易理解。我因而根据学情选择直观性的音乐形象，结合

学生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事物或他们所喜爱的内容来进行教学设计。在二年级第二

学期《在钟表店里》一课的教学中，我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多媒体和一些小装饰

将教室布置出钟表店的氛围，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真实的钟表店，感受乐曲中的“指

针滴答”“齿轮咔嚓”“摆锤哐当”声，在使学生对作品充满了兴趣同时也对音

乐的模拟性有了初步认知，为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音乐来提升审美感知奠定基础。

在学生聆听音乐后，我注重引导他们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能让他

们主动地参与到音乐欣赏中来，既能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用音乐打

开了他们创造和想象的大门，激发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二、以“情境表演”促进学生对音乐活动的感知

“情境表演”是指根据一定的情境和主题，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角色扮演，

形象塑造，生活场景再现等艺术性表演，分为模仿表演、音乐创编和即兴表演，

这既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艺术学科技能的综合，也是音乐与文学、语言

的跨学科学习。在小学阶段，学生可以运用语言、造型、结合童谣、诗词、童话

故事等多种表现形式，进行简单、短小的情景表演，创造性地塑造艺术形象，表

达思想感情。“情境表演”在小学中低年级审美感知培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

个年龄的学生想象力丰富、模仿力强，能根据音乐的音色、节奏变化简单感知声

音所塑造的形象，通过观察和模仿，进一步为音乐创编和即兴表演积累实践经验，

奠定良好基础。

基于这一点，我在日常教学中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将音乐变得形象化、

具体化，引导学生用肢体“表达音乐”，用动作“展现音乐”，不但可以激发学

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更能提高学生的音乐敏锐性和感知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

感知力。例如二年级欣赏作品《龟兔赛跑》，在创设情景时我让学生对熟悉的童

话故事进行“接龙式”或“表演式”的讲述，自然而然地将学生带入童话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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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运用多媒体设置故事场景，根据故事发展的顺序依次展示“安静祥和的森

林”“激动人心的最后冲刺”，引导学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根据故事发展与音

乐形象进行简单的动作表演，结合大管低沉庄严的音色与单簧管明亮富有穿透力

的音色，学生能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情景表演”让音乐所表达的角色形象走出旋律，更鲜活形象地融入课堂教

学，在打开探索音乐感受音乐的艺术窗口的同时，为学生审美感知的发展累计早

期经验。

三、以“技能培养”提升学生对音乐作品的鉴赏

音乐学科的教学技能培养在小学中低年级以声乐技巧学习为主，声乐是最常

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直接、最本能的手段之一，也是“审

美感知”这一学科核心素养在小学阶段最普遍的培养载体。新课标指出：在各种

形式的演唱中，学习歌唱姿势、方法，掌握歌唱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积累演

唱的实践经验，学会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增强信心，在演唱中享受美的

愉悦、感受美的熏陶，对提升学生的审美感知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一首又一首

音乐作品的演唱，学生对音乐的认知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积累，在教师的

引导下逐步掌握了节奏、音准、情感表达等声乐技巧，审美感知就在潜移默化中

得到提升。

我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注重引导学生们唱好歌、会唱歌。通过不断的练习与实

践，引导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唱歌技巧，包括正确的呼吸方法、演唱时的体态以及

体会作品的感情，让学生在演唱时歌声更稳定自然，自如地用歌声表达不同情绪，

更好地诠释歌曲。此外，在歌曲演唱时，我还引导学生加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

以此能加强情感渲染力，激发学生用心去体会音乐作品的情感。

例如，在二年级第二学期有一首情绪非常饱满的歌曲《我是一粒米》，在短

短的一首歌中，小米粒以第一人称表达了自己自豪、气愤、欣慰三种截然不同的

情绪。在这首歌的学习中，我先引导学生体验种稻的劳动艰辛，使他们明白粮食

的来之不易，以此为是三种情绪的产生与发展做铺垫，然后在歌唱过程中引导学

生根据情绪的变化加入肢体动作来表现对应的感情，这样的设计从情感和技巧两

个方面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诠释歌曲，引导学生明白了好的音乐作品是充满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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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表达“真”“善”“美”的，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

四、以“激励机制”强化学生对音乐学习的追求

“双新”课改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坚信“每一位学生都

具有学好艺术的潜能”的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心理上具体表现为“皮

格马利翁效应”，即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抱有强烈的期望时，这种期望会

通过积极的暗示或鼓励，促使被期望者产生相应的行为或态度变化，从而使得期

望得以实现。我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创设“教学评一致”的激励机制，引导学生亲

身参与音乐学习中的各类实践活动及任务，在此过程中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感

受音乐学习的乐趣，从而强化对音乐学习的追求。

在每个单元的学习结束后我都会开展一次“小小演唱会”活动，形式多样包

括独唱、小组唱、齐唱，以此来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体验。在“小小演唱会”前，

我也会做充分的预热工作：鼓励学生“走上台”，引导学生“大声唱”，用彩排、

点评等方式帮助学生做好演唱会前的准备工作，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来，敢于表演，享受表演。我在活动设计时注重鼓励性的评价机制的创建，通过

教师引导、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小组综评等方式开展教学评价，重点关注并放

大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引导学生探索个人音乐发展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

获得积极地学习体验，营造音乐学习与个人成就感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设计发挥了“以评促学”的作用，通过巧用评价设计来引发学生的学

习内驱力，使学生更加热爱音乐学科，主动开展音乐学习，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将

音乐学习从一种能力培养转化为文化浸润，促进对音乐之美的感知。

总之，在音乐教学中落实“审美感知”这一核心素养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教师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正如新课标中说的：“音乐要体现审美体验

为核心，使学习内容生动有趣、丰富多彩。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音乐实践，尊重个体的不同音乐体验和学习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音乐家，而在于普及音乐知识、

激发音乐兴趣、促进音乐文化，使学生知美、学美、向美，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这也就是“审美感知”会成为艺术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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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对学生“美的教育”需要每一名音乐教师的不断探索和研究，我将为此坚持

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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