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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音乐教育中，情感教学向来居于十分重要

的地位，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影响音乐教育质量的关键。因

此，教师应立足于教学实践及体会，引导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

背景，创设情境以强化学生情感体验，适当拓展学生音乐视野

和知识面，以更好地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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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门艺术，艺术的内核是情感、思想和个性，学生

只有切实把握住了音乐作品中的情感要素， 才能真正地理解

作品的内涵，把握作品的风格，在音乐的情感熏陶中陶冶个人

情操，提升音乐素质。 那么作为一线音乐教师，应如何在教学

实践中具体地开展情感教学呢？
一、引导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背景

当代音乐教育理论认为， 任何音乐作品都是特定时代背

景下的产物，并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和思想的结晶，要想正确把

握音乐作品中的情感因素， 就有必要对作品背景有一个较为

深入的了解。如果对于作品的背景一无所知，学生是很难在真

正意义上把握其内涵的， 尤其对于音乐综合素养相对薄弱的

初中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要想有效实施情感教学，教师

必须要善于引导学生分析并掌握作品背景。
如在学习《保卫黄河》时，笔者首先和学生一起分析和了

解该作品的创作背景，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鼓舞士气而作，
并且结合史料细致梳理了该作品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强

调在该作品的鼓舞下涌现了无数为保卫祖国河山而英勇抗击

侵略的英雄感人事迹。这就为学生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感受

其恢弘激昂的气势奠定了认知基础， 从而有利于学生在情感

上产生共鸣，真切把握作品的内涵意旨。 实践证明，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背景进行情感教学，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

学习效果。
二、创设情境以强化学生情感体验

情境教学法是在许多科目的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 所

谓情境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

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环境或氛

围， 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

容，获取知识或技能，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

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显而易见，对于音乐课中的情感教学来说，情

境教学法更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教师若能通过创设适当

的情境以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其处于一种“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的情感状态，无疑有助于其对作品情感因素的把握。
例如，在教学爱国类歌曲时，教师可以首先以激情高昂的

语调朗诵爱国类诗歌， 或者运用多媒体设备播放祖国发展取

得伟大成就的图片和视频来感染学生， 达到使学生 “情感预

热”的效果。 当调动起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进入“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的情感状态时，学唱爱国类歌曲也就更容易投入其

中， 在深切真挚的情感催化下深切把握歌曲内涵从而达到良

好的效果。记得笔者某次教唱爱国歌曲《红旗飘飘》前，就是先

播放了一个笔者搜集资料编辑的名为《新时代、新征程、新气

象》的影像纪录片，内容主要为党的十九大以来祖国在各领域

取得的成绩。 通过这个纪录片使学生感受新时代祖国的繁荣

昌盛，以激发其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当学生的爱国情感得

以充分调动时，再进行教唱和合唱。 事实证明，该节课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适当拓展学生音乐视野和知识面

初中生的认知能力和鉴赏水平尚不成熟， 同时在音乐方

面的积累也还远远不够，包括常识、体验、感悟等各个方面，简

言之，初中生尤其是初一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还远远谈不上。

而这一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音乐作品中情感内涵

的把握。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平时多强调，让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根据自身情况多接触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 适当拓展视

野和提升鉴赏能力。这当然是一种长期的过程，以期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逐步地扩大知识面，助力音乐素养的提升。但在日常

教学中我们也应合理拓展， 随时注意帮助学生拓展音乐视野

和知识面。

例如，在学习《命运交响曲》时，我们完全可以顺带着讲一

些贝多芬的生平以及他的著名作品， 并通过适当的比较来增

加学生的音乐常识及提升鉴赏能力。同时，多强调音乐是表达

人物情感最好的形式之一。再如，学习戏曲音乐时就可适当地

引入我国传统的“说唱脸谱”，让学生了解通过脸谱的颜色亦

可反映人物性格和情感特点， 而非仅仅通过唱词和曲调来抒

发情感和塑造人物形象。要知道艺术都是相通的，这样的拓展

对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只要能持之以

恒，在平时的教学中积极落实，就能看得见功效。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及体会，探讨几点初中

音乐教学中情感教学的实施策略。大体而言，这三点策略都是

比较具体落地性也比较强的策略， 相信会对相关教育工作者

有所启示。最后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初中音乐教学中情感教学

的实施是一个兼具深度和广度的课题， 需要一线音乐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深入思考，并善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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