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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 三表达”的教学策略在高职音乐鉴赏课程中的

实践探索与研究

刘　东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萍乡 337055）

摘要：“三欣赏.三表达”教学策略是基于高职音乐鉴赏课程模块化教学的视野下，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不同专业的学生为中心，

依托专业人培方案，充分利用大课堂模式，突出音乐鉴赏课程的鉴赏与评论的教学策略。文章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与探索，旨在希望能

够为当下高职院校推进美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有效可行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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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 景

《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公共艺术

课程设置之一为艺术鉴赏和评论类，同时在教育教学中明确提

出要“加强课程整体设计，规范公共艺术课程教育教学”。然

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作为高职院校开设较多公共艺术课程 -

音乐鉴赏，很少能够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重构教学整体设

计，真正的将鉴赏与评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实现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达到课程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

目的。

文章基于长期的音乐鉴赏教学实践与探索，以模块化教学为

立足点，针对学校的不同专业特点，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和

要求，重构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充分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突出音乐鉴赏课程中的“鉴赏与评论”，探索出音乐鉴赏“三欣赏 . 三

表达”的教学策略，旨在为当下高职院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教学

改革与创新提供可行性范本。

二、“三欣赏、 三表达”的教学策略内涵

“三欣赏、 三表达”的教学策略，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围

绕音乐鉴赏课程设置的“鉴赏与 评论”，从音乐鉴赏的官能欣赏、

联想欣赏、理智欣赏三个层次出发，将音乐鉴赏教学分为了官

能欣赏·兴趣表达、联想欣赏·共鸣表达、理智欣赏·分析表

达三个阶段，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紧密把课前、课中、课后

相联系，线上线下相统一，将教学评价贯穿课程全过程，充分

调动学生参与音乐的积极性与融入性，已达到音乐鉴赏以美育

人的效果。

1. 第一阶段：官能欣赏·兴趣表达

即欣赏表达的第一阶段：感性欣赏表达阶段，为音乐作品的

初赏阶段。学生结合课前文化行动（通过信息化平台借助网络资

源聆听音乐，完成课前任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构建课中情境准

备（结合音乐作品及学生的具体经验进入艺术情境），初次欣赏

音乐，引起学生兴趣表达。

2. 第二阶段：联想欣赏·共鸣表达

即欣赏表达的第二阶段：理性欣赏表达阶段，为音乐作品的

细赏阶段。学生课中通过视听感受（欣赏节日音乐提升学生的文

化与艺术感知力，增强节日文化认知）、实践体验（通过小组的

探讨交流及开展不同形式的音乐实践活动，增强审美体验与文化

认同）等环节，对音乐作品深入主观的理解，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完成联想理性欣赏，引发共鸣表达。

3. 第三阶段：理智欣赏·分析表达

即欣赏表达的第三阶段：升华欣赏表达阶段，为音乐作品的

享受阶段。在前两层欣赏、表达基础上，学生对音乐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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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音乐形象、形式和风格已具备丰富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课

中提升境界（开展评价总结，加强音乐文化理解，提高审美修养），

课后文化探索（结合自身专业完成课后任务，通过参加校园文化

艺术节或专业竞赛，加强实践运用）从音乐作品整体出发再次鉴赏，

分析表达，完成理智升华欣赏，在享受中表达出精神上的满足。

三、“三欣赏 . 三表达”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索

以教学模块“乐舞中国节”为例，将课前探析、课中实施、

课后拓展三个阶段紧密结合，按照“三欣赏·三表达”的教学策略，

实施“三欣赏·三表达·六步骤”的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归属感，

着力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等核心素养，达成三维

目标。

1. 第一阶段：官能欣赏·兴趣表达·两步骤

通过官能感性阶段初赏音乐，引起兴趣表达。以教学目标为

导向，在学习平台发布教学资源及任务，学生线上领取任务，形

成任务驱动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小组合

作归属感，初步感受节日音乐文化，完成课前①文化行动。教师

通过学习平台数据，掌握课前学情并进行效果分析，找出学生的

问题，开展课前教学诊断及改进。课中通过头脑风暴、小组合作

展示课前任务、教师评价等方式做好②情境准备，引入节日音乐

再次聆听体验感受引导学生从音乐作品的文化理解角度出发去探

寻节日音乐的价值，点明教学主题，教师结合学生表现，准确预

判课堂教学重难点，培养小组合作、师生关系的归属感。

2. 第二阶段：联想欣赏·共鸣表达·两步骤

通过联想理性阶段欣赏音乐，产生共鸣表达。充分利用信息

化手段，通过课中③视听感受开展音乐作品文化解读、结构分析、

风格诠释及开展律动、声势等小组、集体音乐活动，在感性认识

基础上逐步转变为理性文化认知；构建自主课堂，培养合作精神，

开展④实践体验，通过学生实践体验活动加深对音乐作品主观的

分析和理解，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实现以乐育人、以文化人的目标，

培养班级集体、同桌关系、师生关系的归属感。

3. 第三阶段：理智欣赏·分析表达·两步骤

通过理智升华阶段欣赏音乐，完成分析表达。基于前两层对

音乐作品的欣赏、表达，学生对音乐作品的主题思想、音乐形象、

形式和风格已具备丰富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课中⑤提升境界，开

展对音乐作品鉴赏与实践展示，开展自评、互评、他评、平台评

等多元评价，同时对接专业要求，助推学生专业素养，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强调学生的成长，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同桌、

师生、小组、集体的归属感。课后通过⑥文化探索，结合自身专

业完成课后任务，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将所学音乐文化知识运用

到专业学习中，充分利用学校校园文化艺术节及专业类竞赛等活

动夯实基础，培养创新思维，提升了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环境育

人的作用，培养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文化归属感。

四、结语

高职音乐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任重道远，教师要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改革创新，探索有效可行

的教学策略，为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提升高等学校公共

艺术课程的育人成效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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