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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教学课堂中教师语言艺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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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的第一个基本理念是：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2022版《义务教

育音乐课程标准》中提出，音乐课程的核心素养第一个便是：审美体验。由此可见，无论课程如何改革，无论课程标准如何

拟定，“审美体验”都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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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basic concept in the 2011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is to take music 

aesthetics as the core and interests and hobbies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proposes that the first core literacy of music courses is: Aesthetic experi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no matter how the 

curriculum is reformed or how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formulated,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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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语言是架起“教”与“学”的桥梁，

一堂优秀的受学生欢迎的课，其课堂语言一定是亲切的、

自然的。语言是教学的工具，在教师教学过程当中，教师

与学生之间大量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是靠语言来实现的。语

言艺术的目的使这一交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音乐教师的

课堂语言表达，将会像音乐作品一样的美，给学生以艺术

和美的启迪，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课堂语言艺术无疑是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这一双边活

动的效果
[1]
。 

音乐课是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课，音乐教师应重唯

美的教学，积极设计其美的氛围，用美的语言向学生展示

教学内容，用艺术的语言来阐述艺术，来激发学生兴趣，

来启发学生思维，来陶冶学生情操，让学生在艺术的氛围

中感受美、理解美、鉴赏美、表现美。 

1 教师的语言要精练简明，问题要启发创新。 

俗话说得妙：“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课堂是什么，

就是学生老师互动的一个环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是

老师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课堂都要有不同的语言去进行，

不同的方法去对待。这样才会理好地进行教学。教师的一

言一行总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教学

效果。课堂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教材等要素构成的知识

系统，这些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音乐教师运用简

要、精练的语言来吸引学生，巧妙地将学生带入课堂教学

内容中，并能够积极地去配合老师完成教学任务。因此，

教师的语言要亲切自然并富有激情，通过教师富有激情的、

亲切自然的声音把学生带入音乐情景之中，激发学生的想

象，并为之动情，感受其美
[2]
。 

著名学者夸美纽斯这样说过：“老师的嘴，就是一个

源泉，从那里可以发出学问的溪流。”可见，老师的课堂

教学语言在课堂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都有这

样的体会：听一堂好课就像欣赏一幅名画令人心旷神怡，

又如观赏一首名曲，虽已曲终却余音在耳。语言的魅力是

无穷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具有艺术性的教学语言不仅

是架起师生情感沟通的桥梁与纽带，而且是开启同学才智、

激发同学思维、绽开音乐想象翅膀的钥匙。一堂好的音乐

课，教师除了要注意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过程的设计和

考虑同学活动的创编之外，尤推荐要注意教学语言的表达。

老师的语言清楚，同学能从中获得欢乐；老师的语言亲切

温柔，同学能从中获得温馨，留下回味；老师的肢体语言

美丽、和谐，同学能从中获得启发。好的教学语言，同学

听得起劲，教学效果显著；差的教学语言，同学听之无趣，

索然无味
[3]
。 

2 教师的语言要富有情感，声情并茂，饱含激情 

激情的语言具有感召力，说服力，如同一剂兴奋剂，

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净化学生的心灵，提高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 

激情的语言还要有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味，如同开胃剂，

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自主探索知识的欲望。 

英国教育家柏西布克曾说：作为一名教师，首要任务

就是要去创造一种吸引力，艺术课堂要求教师上课不仅能

够生动形象地反映事物的鲜明个性，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而且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情绪，激发学生打开形象思维的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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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语言才能保证教学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发挥最佳的效

能，以课堂教学要求教师有极高艺术性的教学语言素质，

特别是讲授新课时要求教学语言，既准确，明晰，简洁，

又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仿佛教师就是善变的演说家一

样，讲起来既抑扬顿挫，给人语言艺术美的享受，同时又

有其雄辩的说话技巧
[4]
。 

比如在欣赏《梦幻曲》时，老师这样引导：（1）小朋

友们，睡不着时要翻几个身，那大家能听着音乐表现一下，

你是怎样准备睡觉的吗？（2）（再次播放）天色暗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小朋友要睡觉了，你是怎样睡觉的呢？你

们觉得这段音乐是怎样的感觉？很吵闹吗？在老师的引

导下，学生交流梦到了什么。（3）大家一起跟着音乐哼唱，

我们一起用手势的上下来表示音乐旋律的起伏。 

欣赏《二泉映月》时，老师这样引导：“听了音乐同

学们感受到这位盲艺人内心怎样的痛苦呢？”街头流浪的

音乐家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孤独的他用心爱的乐器倾

诉着心中的坎坷，痛苦与不平，音乐中多次出现了这样一

个感人的音调，这时候，老师便出示了音乐主题，让学生

哼唱体验。老师又问：“此时此刻，你们心中有何震撼？

从音乐中感受到了什么？”命运对他如此不公，生活对他

如此残酷，倔强，刚毅的阿柄最后发出了激愤的呐喊。这

时候，老师出示了高潮的音乐，让学生一起唱一唱并讨论

交流，“这是他对命运的挣扎和反抗，是他对黑暗社会的

控诉和愤怒，是他积淀已久的情绪的全部泄发”。在老师

一步步地引导下，学生对《二泉映月》这部作品有了更深

的了解。 
3 教师的语言要有幽默感。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事件指出：如果教师缺乏

幽默感，就会筑起一道师生互不理解的高墙，如果你具有

幽默感，那么最紧张的，有时能够引起长时间气愤的局面，

就可以得到缓和。 

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学生注意力

不集中。但是幽默性的语言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学生保

持良好的情绪，幽默性语言可以将无意注意诱导到有意注

意中，实现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的结合，学生注意力集中，

专心致志地听讲思索，学好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幽默性的语言还具有协调作用，可以创造愉悦和谐的

教学氛围。我们任何教学活动不仅是传授知识，发展能力，

而且同时伴随着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学生怀着课业负担、

升学压力、考试压力等因素造成了紧张的心理，进入课堂

学习，不会对学习产生兴趣。有时候因为知识的枯燥，也

会使课堂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那么幽默性语言，它的含

蓄深刻，轻松自然，给人以温和友善的感觉，对于缩短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是十分有效的，幽默性的语言

起到了调节气氛，创设愉快轻松的教学情境和氛围作用。 

例如，平时的教学中，经常在提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时，

有的学生由于紧张等原因说不会，或者是不知道，这时候

老师该怎么办？老师这样说：“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可

以回答的，可以引用赵本山小品中的台词。”课堂气氛一

下子就轻松下来，紧张的学生在情绪上也得到缓解，问题

可能也就可迎刃而解。再比如，发现一位同学注意力不集

中，老师说：“请你把眼睛留给老师好吗？”学生在上课

时小声说话，老师这样说：“同学，请把你的问题告诉我

们，大家一起讨论。”或者说：“请把你的快乐分享给我们，

让大家一起开心”......学生便会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把

精力放在了听课上。那如果在课堂中，老师用训斥的话，

课堂还会这么和谐吗？所以我们的幽默是聪明和智慧的

表现，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维他命。 

4 教师的引导语言要有准确性。 

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优美的音乐作品给学生提供美

的感受，让他们在音乐中自由飞翔，异想天开；可以通过

合作演奏，让学生感受乐器之间有节奏的碰撞产生的和谐

美，以及合作成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然而，这一切都离

不开老师的引导和组织。作为一名引导者，组织者，我们

要想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更多的知识，感受更多的美，就

要用丰富的精准的语言来引导。 

很多老师都很纠结问题应该如何问，环节之间应该怎

么过渡，某个乐句或某个小节甚至某个节奏应该怎样引导

学生。这就取决于老师的语言的智慧和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我身边就有位老师，对音乐作品就有独特的理解。她

用她独特的理解帮助学生理解音乐，掌握音乐，进而更好

地表现音乐。 

湘教版五年级上册《卢沟谣》这一课中，第二段的第

一乐句中出现了几个倚音，她这样引导：“‘民国乱’，两

个倚音表现了当时我国到处一片狼藉。”“狮子吼”处她是

这样引导的：“同学们，大家可以把自己化身为一头雄狮，

雄狮怒吼的声音是怎样的？”学生听后瞬间有了气势。“七

百年”处，由于有前面旋律的影响，学生唱的时候总会加

音，而且低音低不下去，怎么也唱不准。她这样引导：“卢

沟桥有七百年的历史，这里的音低下来就是要表达它的古

老。”学生听后找到了音准。在“卢沟晓月佑安澜”处，

作曲者改变了旋律，将“佑”提高了，学生有第一段旋律

的印象总也唱不准，于是她这样引导：“卢沟桥真的能保

佑我们平安吗？（不能），是那一个个英勇无畏的将士，

是那一个个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们，用他们的身躯，鲜血

保佑着祖国的平安。”学生听后，瞬间对英雄们肃然起敬，

在情绪的带动下，旋律也掌握了。 

具有较高的课堂语言艺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

也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是我们教师一直需要探讨的问

题。以前总说：要想教给学生一滴水，老师必须有一桶水。

如今这句话要这样说：要想教给学生一滴水，老师要成为

源源不断的自来水。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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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完善，走向成功。 

5 掌握学生成长的认识规律 

学生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人类发展史上我们可

以看出来，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的

阶梯。 

孔子曾说过，学而进习之不亦乐乎。进行教育，我们

要掌握人的认知规律去进行。如果认知规律能很好地遵循，

我们说，教育就成功了一半了。学生的兴趣是学习的主要

动力，但兴趣是建立在能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的基础上的。

日有所进，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一点一滴地累积

对于学习很重要。 

音乐是人类的灵魂，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相处之中产生

的共鸣。音乐教育如果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够

很好地去推动学生的学习，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教学不同年级的时候就

用不同的方法去激发学生的兴趣。一年级的小同学，认知

水平较低，儿歌的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年级的教学

基础上，二年级，三年级的教学就是有梯度地进行。从儿

歌入手，国歌，运动曲，一点一点地推进。到高年级的时

候，学生对事物有了一定的认知，就教学进行乐理的学习，

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近代，从民间到舞台曲的教学，

让学习进一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从而热爱音乐，在音乐

的道路上能走远。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音乐人

的。每一个人都存在差异性，教学就得根据学生的差异性

进行。有的学生天生音质高一些，就让规律性地练习，成

为音乐的发展的后备学生；有的学生音质，音感差一些，

就让学生从普通的入手，从学会一个，两个歌曲入手，一

点一点地也要成为音乐的爱好者。 

6 给学生学习音乐的成就梦想奠定基础 

学生是一个学习的主体，能动性就是建立在学生积极

性上。让学生在自己的梦想，看到音乐给自己的成就感，

那学习就有了原动力了。 

我在实际教学中，就能积极地发现这部分的学生，学

生在学习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出现在不同的阶段

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日常教育中，就要关注这一点，

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行者常至，为者常成。在学习中，学生会遇到学习的

困难，那这时候，怎么办，老师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了

解学生的需求，从而达到成为学生的朋友，这样才能有良

好的学习效果。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在长期的磨练中产生的。学习便

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圣人读书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我们只需要是理会这样的道理就行，把更发的方法用到这

上面就可以，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多元化发展，多元化教学。音乐的教育不能单纯的进

行，要同时结合不同的课程去进行教学。在学校的基础课

程设计中，不同的课程都会相互在关联。我们说，语文中

的诗词歌曲，数学中的美育，生物中的肢体语言，都是在

表达一种语言，表达世界上不同事物的特性。这个规律就

是多元化。多元化的发展，成就了很多科学领域里的成果，

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收获。 

每一次的人类进步都是在变革中产生的。教学也是要

不断的改革，发展中有生存的机遇，在机遇中产生良好的

效应。有的人说，学科的特性是什么，学科的特性不能单

纯的面对这一学科，要从整体的科学角度去观察，去看待

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教学就

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教育不同的对象，从而达到不同的效果

的过程，离开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音乐是人类的灵魂，在音乐教学中，我们遵循以上规

律，从而达到我们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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