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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学论的教学偏向于纯理论层面的讲授，音乐教师和学生都缺少与基础音乐教育
建立必要的联系的意识，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发展状况关注程度不够。
然而新音乐课程改革要求提高师范教育专业化水平和教师职业专门化程度，培养出更多具有学习组织
者、学习引导者、反思性实践者、课程开发者等新角色的音乐教师。
所以，强调“说课”“评课”以及“各种音乐微格教学技能训练”就成为了新音乐教学论中的重要内
容，李莉和王英编著的《新音乐教学论与音乐微格实训》以大量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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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莉（1973-），女，江西鄱阳人。
中国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全国音乐心理学会会员，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
为宜春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学、民族音乐学等。
主持省市级课题4项：　　主持江西省“十一五”教育规划课题《音乐微格教学在高师音乐教学论课
中的应用研究》（2009年）。
　　主持完成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赣西民歌的民俗学研究》（2008年）。
　　参与省市级、国家级课题12项，出版学术专著1本，参编教材1本，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多篇
。
　　王英（1976-），女，江西鄱阳人，讲师，本科学历。
2002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大音乐系，2003-2004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
现任宜春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学声乐专业教师。
研究方向：声乐教育。
　　任职期间曾发表学术论文9篇、主持参与完成省市级课题7项、出版教材《大学音乐欣赏》担任副
主编、多次在省级声乐比赛中获奖（江西省“永远的激情——红色歌谣青年歌手赛”中荣获演唱一等
奖。
江西省声乐《映山红》奖重唱、小合唱比赛中二重唱获声乐类三等奖。
江西省首届“祝福祖国”声乐舞蹈电视大赛声乐本科院校组二等奖。
江西省第四届音乐舞蹈艺术节声乐演唱二等奖。
指导学生参加全省大学生“唱响鄱阳湖”电视大赛，获本科院校组规定曲目演唱三等奖。
全国义演人才推选活动江西赛区艺术类声乐专业最佳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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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比赛，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如在全校开展“校园十佳歌星评比”“校园歌曲歌词创作比赛”“各种主题的大合唱比赛”“各种器
乐表演”等音乐实践活动，并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去参加社会音乐实践活动和社会音乐调查
，开展专题讨论，使学生真正认识到学习音乐知识不仅是为了考试，更重要的是普及和提高公民的文
化艺术科学素质，树立文化艺术科学的观点，培养文化艺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态度。
　　再次，唤醒和强化学生的音乐学习需要，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动机。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需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尊重的需要，即学生期望取得好成绩，以
获得同学的尊重、老师和家长的赞许；二是求知的需要，即学生了解和理解要掌握的知识、阐明和解
决音乐问题的需要；三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学生想通过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以实现自己的理
想和抱负的需要。
据此，为了切实有效地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动机，教师在平时的音乐教学活动中应努力做到两点：一
是根据音乐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质疑，如预习指导、课前思考、课堂提问等。
通过质疑，可使学生产生正常的焦虑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只有处于中等程度的焦虑状态，才能有效地产生学习需要。
二是要努力发挥家长在音乐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教师要定期把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成绩通报给学生家长，使学生能经常而及时地受到家长的鼓励和
鞭策，从而更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学习需要。
　　此外，确立班级和个人的奋斗目标，可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学习的成功，
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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