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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音乐教学法》主要内容：小学音乐教学法，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学中的一门必修课程，
也是广大在职小学音乐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程。
小学音乐教学法是音乐学科的教学法，是以普通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所揭示的规律为基础，以教学论
的基本内容为理论依据，遵循音乐学科的本质特点，研究“教”与“学”的操作行为模式。
　　学习小学音乐教学法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小学音乐教学的一般规律，了解并掌握有关小学音乐教
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进行小学音乐教学实践，成为合格的小学音乐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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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音乐教育是以情感体验和形象思维作为审美的主要途径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
验，是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反映。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按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按需要所指向的对象，可以分
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通常来说，需要获得满足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消极的情感。
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情感体验一般与个人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它带有直接的功利性。
但是，在音乐审美教育中，大部分情况下的情感体验并不与个人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
例如：我们在欣赏乐曲《江河水》时，那哭泣的音调，那时而凄凉时而悲愤的旋律，使我们从内心深
处深深感受到一种痛不欲生的情感，这时，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同情的，甚至会流下伤心的眼泪。
很明显，我们在欣赏作品时，并没有遭遇作品中主人公的不幸，但为什么会有与主人公一样的情感体
验呢？
这时因为音乐欣赏是通过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的物质材料——音响，作用于人的听觉神经，
从而引起人的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这时的情感体验是由审美主体（人）的审美观、价值观
、道德观、世界观来决定的。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音乐教育中的情感体验是超功利的，音乐教育中培养的情感是一种高尚的情
感，它可以使人的思想达到最高境界。
　　音乐审美教育中，除了有情感体验之外，还会有形象思维，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当我们体验到作品的某种情感时，往往会在脑海里产生一定的“形象”——某种特定的场景或人物（
当然，有时也可能是先有形象思维，然后才有情感体验）。
这种“形象”不是指绘画、摄影、雕塑、舞蹈戏剧等视觉意义上的形象，而是指听觉意义上的形象。
视觉意义上的形象具有客观性，即大家所看到的是同一幅画或同一件艺术作品，而听觉意义上的形象
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里，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它可能是某一事物的典型形象，也可能是某一具体形
象的再现，还可能是各种形象的综合体。
总之，它是由审美主体（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程度、艺术修养所决定的。
应该说，音乐审美中的情感体验和形象思维都具有不定性、主观性、抽象性和创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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