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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学生创造性的火 浅谈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韩秀珍

葫芦岛市第一职业中专，中国·辽宁葫芦岛

从目前教育现状来看，重知识轻创新，重共性轻个性等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音乐作为一门富有情感的学科，更应在课
堂结构上进行创新，改变传统的强调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不重视学生心理因素、个人需要和兴趣的做法，注重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要求，强调体验、感悟、记忆、积累，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主动地获得知识，形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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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线的音乐教师，应高度重视教学中的情感指标，

关注学生的需要兴趣和个性发展，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使

学生个体的智商，情商和谐发展，勇于创新。那么，如何抓

住课堂这一中心，实施理想的创新教育呢？笔者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 激发学生创新动力

就音乐教材而言，每一课，每首歌曲，都是既具科学性，

又具艺术性的佳作，都是作者创新意识的结晶。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这些创作因素加以提示，使之成为活

跃学生思维的出发点。同时针对许多作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表

达效果，还常常在作品中创设让读者去进行再创造的空间的

特点，我们要有效地将学生带进这个意味无穷的境地，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以达到诱发其创新的动机和需要的目的 [1]。

就用《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一课做例子吧，他是我们职业中

专教学课本中的其中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具有浓郁的新疆维

吾尔族音调特点，流畅活泼的旋律和节奏勾画出天真热情的

维吾尔族儿童手持冬不拉等民族乐器，倾吐心愿，载歌载舞

的生动形象，他们的愿望是长大当个歌手，弹着心爱的冬不

拉把共产党的恩情歌唱；他想当个画家，画出祖国的美景，

挂在教室的墙上。这首歌曲不仅词美曲更美，同学们学起来

也饶有兴趣，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了一次思想教育。笔者

抓住同学们喜欢歌曲，欣赏美这一特点，在这课结束后，也

给同学们一个吐露心声，表达愿望的机会，但是要求他们必

须用歌曲的曲调唱出来，这实际上就是给他们一个创新的机

会，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意识。学生的愿望各不相同，

唱的更是五花八门，什么“一音多字”“一字多音”都被他

们用上了，唱的还不错！从这以后笔者经常给学生们创造这

样的机会，鼓励他们求异思维，从这以后我经常给学生们创

造这样的机会，鼓励他们求异思维，并给予必要的鼓励，逐

步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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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发学生创新热情

教育者必须是创造者。教师本身就有创造意识和创新

创造素质，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学中，教

师应精心设计和实施每一课的教案，打破陈旧的教学常规，

让每一节课都显示出自己的创意，每节课都让学生有新鲜

感。不仅如此，还应精心设计有新意的问题来调动学生创新

思维的积极性。因为兴趣是产生创新思维的前提，教师自身

必须先进行创新思维，设计出新颖、有创意的问题。提供有

助于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条件，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另外，

也应有意识地布置一些便于发挥的随堂练，如给歌词或一段

录像配上云音乐、谱上曲，触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对学生中

有创见、有新意的思路，解答的习作等大加推崇，以有效地

唤起学生的创新热情，激励、发扬学生对艺术不断追求进取

的精神，发挥他们各自独特的创新才能。

4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打破常规，有所创造的

最有价值、最具活力的心理活动，能使人的思维形式高效运

转，达到“独特”和“最优”的境界。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的培养，就是对学生最本质的智力的培养。笔者以为如下一

些方法积极有效，值得一试。

4.1 “思维流程”推进法

“思维流程”推进法即在教学中教者努力将自己拥有

的知识、技能同课本中提供的知识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一条

新的信息链，然后运用有效的传递途径（科学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等）输入到学生的思维场中，推进学生的思维流程。每

推动一步，都迫使学生创造性地寻觅，“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流程推进，可以顺利地实现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思维

力度和强度，处境知识迁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可

以使学生已获得的灵感去刺激、启发新的创作灵感，使其创

造思维的火花一个接一个闪烁，获得创造的活力 [2]。

4.2 “集体创新法”

发挥群体智慧，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索。

用这种方法诱发学生多思路、多方位、多层次、多结果的创

造思维，可逐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4.3 “缺点、希望点”列举法

考虑好解决某一问题将遇到什么障碍和难点，把这些

疑难处一一列出，再研究对策，这就是“缺点”列举法；“希

望点”列举法则与之相反，首先针对问题把愿望和理想一一

列出，再研究实现的方法，因为一般情况下，集中精力、集

思广益、突破重点问题，要比笼统的考虑全部问题更为有效。

而在“集思广益”之时往往会迸发出一个个创造创新的灵感。

这样就更便于培养学生的集中思维，批判思维和飞跃思维等

创新思维的能力。

4.4 “目标隐藏法”亦称“哥顿法”

此法由哥顿所提出。他认为，有些问题若是先让参与

解决问题的人知道目标，反而容易束缚思想，形成思维定势，

不利于发挥创造性。所以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和具体的教学活动，提出问题，而不将解决问题的目标明确

地告诉学生，激励学生“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别出心

裁”，甚至“牵强附会”地发表自己的新的见解。待时机成熟，

再明确目标，也不一定强求统一，这种方法可诱发学生的发

散思维，而这正是创新思维的关键。

5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任何教学它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创新能力的

培养必须要创设一种宽松、民主、愉悦、合作的课堂教学气

氛，可以打破单一的、插秧式座位形式，以利于小组讨论，

个别学习，使每个学生都具有心理上的安全感，从而在没有

外界压力的亲切气氛中充分开展认识活动。音乐课中有很多

的即兴的“创作”，如为歌曲编配简单的伴奏、舞蹈动作，

用简单的图画表现音乐的基本情绪和内容……即兴创作往

往与即兴表演联系在一起，没有时间反复排练，学生在老师

和同学们面前进行表演，需要很大的勇气 [3]。这就要求我们

树立新型的师生观，教师不应总是一个好与差、对与错的评

判人，而首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合作伙伴和引路人，被他

们建立能培养鼓励创造性思维的氛围，以启迪学生的创造智

慧为第一目标，尊重学生创新的想象和联想的规律，鼓励那

些用不平常方式来理解事物的学生，尊重他们提出的古怪问

题，尊重他们别出心裁的念头，并适时给予必要的激励，随

时丰富他们的想象空间，开阔的视野，让他们富于幻想，大

胆探索，促进学生发散性思维的拓展。

6 结语

音乐是活力、是激情、是不断追求，让我们音乐教育

工作者努力为孩子们创设良好的环境，激励、发扬孩子们对

艺术的不断追求进取的精神，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点燃学生

创造性的火花，培养出新世纪所要求的有活动、有激情、不

断追求、不断创新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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