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8), 2745-274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15  

文章引用: 朱雨菲. 中学音乐审美教育视域下的情感教育探析[J]. 教育进展, 2022, 12(8): 2745-2748.  
DOI: 10.12677/ae.2022.128415 

 
 

中学音乐审美教育视域下的 
情感教育探析 

朱雨菲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2年7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5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11日 

 
 

 
摘  要 

中学生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音乐审美教育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征。从本质上看，

情感教育是音乐审美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内容。从具体实践的效果看来，情感教育的运用还存在很多

问题。只有发挥情感教育的积极作用，才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审美能力的提升，核心素养的培养。

本文将结合中学生情感体验现状，探究情感教育在音乐审美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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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ha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other stages. In essence, 
emotional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content in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effect of specific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education. Only by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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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can it be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improve-
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esthetic abi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education in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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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与“情感教育”的联系 

情感反映着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其与认知、行为二者组成态度。三者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

不能达到相一致，最终决定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是情感在起主导作用。情感包括道德感和价值感两个方

面，《心理学大辞典》中把它定义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1]。人所拥有的情感强度受环境、认知等因素影响，其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程度也因人而异。音乐课程

作为艺术课程的分支，虽自律论对音乐本身不具备情感的性质做出阐述说明，但其中由音符构成的旋律

线条，节拍速度构成的音乐律动，都对人的内心情感世界构成巨大影响。与其他艺术相比，音乐借助声

音、听觉为媒介，进行传递。正因多种情感交织融合，才为音乐艺术增添了独特魅力。而情感教育的界

定是指教师在掌握学生情感需要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形式及教学手段，积极调动学生热情，使学生在过程

中累积、丰富情感，满足体验，确保教学目标完善、教学活动进行等以此类为目标的教学方式。不失时

机的情感教育帮助学生向自身发展、社会需求过渡。情感教育作为音乐审美教育教学的核心，无论处于

哪一学段都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 

2. 中学音乐审美教育中情感教育的必要性 

(一) 审美价值 
中学生已具备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对于音乐有独特的审美品位。音乐作品之所以迈过漫长岁月流

传至今依托的便是其独特的思想情感或是人文内涵。作品中涵盖创作者的思想情感，映射特殊的时代环

境，需要学生们通过聆听及欣赏获得情感体验，唤醒对美的认知。中学生对音乐感知及作品情感的把握

建立在对音乐要素、外界事物了解的基础上。主体的差异性使学生面对音乐作品产生的心理情感具有特

殊意义，情感教育中同时涵盖了音乐风格、要素的普及。 
(二) 教育价值 
中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心理发展未成熟，易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情

感教育的目的在于让音乐实现以情动人，以思化人。高速发展、充满生存竞争的社会背景下，情感教育

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具有教化功能。当情感传递的量拓展到一定程度时，质也会得到升华。人本主义创

始人罗杰斯曾阐述过有关共情的概念，他提到共情属于无意识的同步效应，其帮助深入了解他人主观世

界、感受。培养共情能力还可以增强道德感，促使每个人对自身道德行为有一定的约束，这对中学生树

立社会角色责任感、维护社会公正是大有裨益的。学生共情能力的提高，同时还会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

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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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感教育在中学音乐审美教育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 情感目标重视程度不足 
过度重视知识目标的完成，却忽略了音乐要素、形式、感情、风格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巨大影响，

使学生对音乐学习的认知停留在肤浅层面，对音乐审美教育的重要性了解不足。音乐是听觉艺术，若没

有对作品中音乐要素、情感内涵、社会背景动态的分析，中学生从自我认识向成熟过渡的过程中，极易

忽略教学内容的情感体验，音乐审美教育便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也导致学生对音乐、音乐课的期

待程度降低，不利于音乐审美教育的持续推进，也无法保护维持学生对音乐文化的求知心[2]。 
(二) 教材忽视学生情感需求 
当世界多元与中国本土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碰撞冲击，新兴音乐则更符合中学生群体青春懵懂的心理

特点以及审美眼光，他们通过模仿、表演，在此类音乐中尽情发泄情绪，释放压力。与传统音乐文化形

成反差，导致普遍中学生对经典传统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较低，对新兴音乐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出于畏

难情绪，加之音乐教学与时俱进的相关内容较少，忽视学生的情感需要，也就造成学生喜爱音乐，但却

不喜欢上音乐课的现象。 
(三) 音乐作品情感体验统一化，学生情感体验被动剥离 
在新课程标准的教学背景下，教师有意识地融情感因素于教学中，然而学生依旧是课堂的边缘人。

这是由于主动参与情感探索过程的缺失，音乐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总是无意中将自己理解的作品情感加

于学生的思考中，使学生自身的情感被剥离且统一化，学生缺乏了主动体验音乐情感的乐趣。由此看来，

情感教育的应用还处于未成熟阶段，老师们对情感教育的具体方法还需优化。 

4. 音乐审美教育中应用情感教育的具体措施 

(一) 深度剖析音乐要素，挖掘音乐情感特点 
语言有国界，但音乐无国界。多样情感的体验对应的是种类不同的音乐基本要素，音乐要素将基本

元素以不同的形态组织，构成音乐形象，表达丰富情感。它所承载有关力度的强弱，速度的缓急，节奏

的疏密，音色的尖锐圆滑与人的情感体验具有一致性，人的情感被牵动影响着。若学生把握这些音乐语

言的象征含义，对音乐作品的把握理解便会成为易事，也会产生对作品学习的兴趣。老师作为引领人的

角色，需要将音乐要素与情感特点结合，在课堂上带领并直接展示给学生。借音乐基础理论的表现以此

清晰地让学生获得相对应的情感体验，感染学生的心境。  
(二) 加深时代联系，背景引发共鸣 
中学音乐教材精挑细选出各地经典的音乐作品，涉及了从古至今的人文文化，也是区域文明发展的

见证。当前，中学生正沉迷于快音乐文化的新鲜感，不愿了解传统作品的思想内涵。要想使学生主动激

发对音乐内容的学习，教学中需涉及社会背景及动态，加深学生对作品内容或人物形象的理解。例如，

《卖布谣》描绘了封建势力压迫下劳动人民的悲苦生活，如果通过纪录片、人物访谈等媒介形式，让学

生了解洋货充斥市场造成农村手工业劳动者经济破产的图景，学生便能在字里行间中感同身受，对作品

的表达也会更加真挚。教师可以将音乐内容与当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确定课程表现形式，如此，既发挥

了情感教育的音乐审美价值，又激发学生对当地以及民族文化的认同，对真善美的认知。 
(三) 加强情感沟通交流，积极激发学生情感 
情感沟通的交流同时存在学校、家庭、社会之中。师生情感交流以及同学间的情感交流必不可少。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表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进另一个头脑，

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地心灵接触。”彼此心灵的碰撞给予师生情感共鸣的机会。缺乏师生交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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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隔膜，反而达不到理想教学效果。学生都喜欢自由轻松的课堂氛围，如果太过压抑与程式化，学生

的个性便会受到限制。教师对学生音乐感知的思考整合分析，及时把握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受，修正教

学不足，以此突破层层阻碍，让学生自觉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消除师生间心灵壁垒，搭建理解桥梁。

介于学生间情感交流的优势在于，中学生对音乐感知、记忆、想象、理解能力的把握十分迅速，但因为

课时限制，学生时常不能及时与老师沟通，所以学生之间便会形成相互解答探索的循环链，促进情感体

验。学习小组的开设，设计自主、合作实践模式，激励学生主动体验，在已有的音乐知识基础上进行二

度创作，在实践中展示原创或编创音乐作品。学生在大量评价别人的活动中悄然反观自身并在这种评价

中进步与成长，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强烈真实地表达情感。 
(四) 丰富教学内容形式，优化课堂教学情境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音乐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增加文化理解。教学中，师生

经常被音乐课本所束缚，在单调抽象的音乐知识上机械地反复训练，学生易有厌学情绪。因此，具有吸

引力的引导探索环节在教学设计十分关键。对音乐内容多角度设计，增加吸引学生的多维化兴趣点，融

入情境式教学，安排情感体验感知的环节，让学生完全沉浸在情境中，通过以境育情来实现以情育人，

学生的情感体验也会更加具体深刻。新课程标准也充分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提出要关注学生的音乐需

要，让学生能够根据情境的需要选择使用音乐[3]。启发音乐思维，使学生切实领悟音乐所涵盖的思想情

感，还可以应用声乐、戏剧、舞蹈等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选材教学，适当引入

具有学习价值的世界流行音乐，满足学生情感需要。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音乐作品融入的是音乐人对现

代社会的思考，无论是词曲风格还是节奏律动，与课本上的教材音乐存在差异。教师需及时转变传统教

育理念，构建音乐教学与“新”元素的联系，带领学生走进真正的音乐世界。 
(五) 明确学生主体，建立评价机制 
中学生的心理正处于敏感时期，易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不敢轻易透露，表达自身的真实情感。

彼时，教学者要肯定每个学生的自我思考能力，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思考、联想、尝试与实践，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成长，进一步挖掘学生兴趣点与可能性。当积极客观的评价成为学生自主体验的动

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在逐渐形成。音乐的情感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感知情感、表达情感，更是要在过

程中探索体验音乐的途径方法，总结经验。 

5. 总结 

音乐审美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阶梯，学生在享受美感的同时陶冶情操。从音乐艺术本身的

角度看，情感是音乐表达的核心内容，是音乐艺术的最本质特征；从音乐审美心理发展来看，情感教育

将过程中的愉悦感、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认知上升为审美能力的提高；从教学角度来看，情感教育是优化、

保障音乐审美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为音乐审美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音乐课程中，审美教育

与情感教育目标相辅相成，加强对音乐审美教育中情感教育的重视为终身音乐艺术素养的培养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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