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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发现教育与创新教育的推动下， 以 “发现人、 唤醒人、 发展人” 为价值取向的音乐创作实践， 是

培养学生音乐创造能力的有效途径， 既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与思维品质， 激发学生的音乐首创性与潜能，
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学生共性和个性潜能的开发与全面发展。 从实践态度、 实践途径、 实践体验、 实践情感、 实

践评价五个方面探析音乐创作实践带来的育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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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音乐创作实践与发现教育的内涵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以发展专业特色为

目标， 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为导向， 构建综合育人模式，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创新型人才” 已

成为学科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 “音

乐创造教学是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 发掘创造性思维

的音乐学习领域， 也是引导学生积累音乐创作经验的

重要学习领域。 这个领域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１］ 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大力开展音乐创作实践， 能

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潜能， 培养学生的创

造力， 推动学生的创新发展。 同时通过音乐创作实践

过程中与文学、 中国传统诗词文化、 德育文化等紧密

结合， 切实落实好 “立德” 的育人任务。
“发现” 是指经过观察、 研究、 实践、 探索等， 看

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 发现教育是指

教育者基于发现的基本原理， 观察发展方向， 遵循成

长规律， 以教育教学模式的改进为手段， 以 “发现人、
唤醒人、 发展人” 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教学实践， 是以

发现和激发学生共性和个性的潜能并促成其全面发展

为目标的育人活动。 音乐创作实践是提升学生创造创

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从广义上讲， 包含音乐教学的各

个领域 （歌唱、 演奏、 音乐欣赏、 律动等） 中的创造

性因素， 也包括培养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为主要目标

的音乐即兴创作、 音响探索以及命题创作等。［２］ 从狭义

上讲， 音乐创作实践仅指培养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为

主要目的的音乐教学活动。
发现教育视域下的音乐创作实践， 是音乐教师通

过激发学生的潜能， 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
提升学生思想境界、 文化内涵、 精神修养， 提高学生

全面素养的集中体现， 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让教

育真正成为 “发现与创造的艺术”。

二　 音乐创作实践与实施效果

１ 在实践态度上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在传统音乐教学中， 创作一直是一个难以触碰的

领域。 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不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出

发， 而是基于某个音乐知识点的灌输与传授， 没有兼

顾学生学习音乐的本位需求， 使学生陷入机械、 被动

的学习中。 教师应转变观念， 以人为本， 培养学生的

创造能力与思维能力。 从 “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 向

“主动参与的学习模式” 转变， 这种自主的学习过程有

利于音乐体验与创作实践。
构建开放型课堂， 给学生自由、 开放的创作空间，

并在此过程中注重情感的互动和思想的交流。 户外教

学是构建开放型课堂， 进行创作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一节以低碳环保为主题的创作课上， 笔者带领学生

走进大自然，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开拓了学生的创新

思维。 在老师的鼓励下， 两位同学创作了歌词 《聆听

自然的声音》， 师生共同谱曲。 歌词融合了节水、 单车

出行、 变废为宝等低碳生活的要素， 呼吁人们让天空

更加湛蓝， 让田园充满绿意， 爱护地球， 保护环境。
歌词清晰明了， 贴近生活， 旋律激荡起伏， 学生们以

音乐创作的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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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如下所示， 创作完成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演唱起自

己的创作成果， 通过演唱、 评价， 感受到美妙的二声

部和声效果， 艺术表现更为丰富。

原曲谱： ６ ６ ７ － ｜ ６ ６ ７ － ｜ ６ ７ １
·

７ ｜ ６ ７ ６ ４ － ｜
３ １ ３ ４ ｜ ３ ３ １ ７

·
－ ｜

生创作： ４ ４ ３ － ｜ ４ ３ １ － ｜ １ ３ ４ ３ ｜ １ ４ ３ ６
·

－ ｜
７ ６ ７ － ｜ ７ ４ ３ － ｜

２ 在实践途径上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传统音乐教学中， 教学内容、 方法和手段都比较单

一， 课堂气氛平淡， 教学环节创意较少， 学生所表现出

的想象力和独创精神相对缺乏， 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音乐创作实践中， 教学途径和学习途径都发生了质的

改变，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数字技术、 音乐软件 ＡＰＰ，
借助艺术社团， 形成课内外音乐学习常态化和多元化。
教师指导学生创作的过程， 成为以多元化的形式激发学

生创作热情的过程。 如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音乐系列主

题活动， 自创作品与内容， 教师指导过程中对学生作品

及时进行反馈与评价， 让学生感受到创作的价值与成就

感， 实现良性的创作互动。 例如在课堂上， 根据某一特

定的场景展开创作， 笔者给学生带来一段无声的视频，
一个有鸟、 有树、 有花的森林画面。 学生看完视频后，
先构思出一个故事， 然后根据这个画面、 故事场景进行

配乐。 这样的现场创作过程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发挥，
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得以培养。 笔者尝试融入信息技术，
利用网络资源， 结合音乐软件库乐队、 作曲大师等的应

用， 探索不同乐器音色和节奏的编创， 使学生大开眼界，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主动参与， 积极尝试， 既丰富了

音乐教学的内容， 又开拓了创作思路， 同时也提高了教

学效率。 笔者借助各类艺术社团， 使学生的课内外学习

常态化。 课内的学习为学生奠定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课

后利用艺术社团的互动可以使创作成果进一步丰富。［４］ 如

舞蹈社团、 合唱社团的练习， 乐队合作创编、 音创社团

交流活动等， 都能营造学生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 同时，
借助学校艺术节、 社区会演、 艺术展演等活动提升学生

的自信心和表现欲望， 出版学生原创作品集， 通过电视

台、 广播站、 公众号等平台， 为学生搭建展示舞台， 增

强成就感的同时提升对艺术的鉴赏水平与能力， 让学生

在互相学习、 借鉴、 创新中， 互相激励， 分享成果， 共

同进步。
３ 在实践体验上从表面向深入转变

一段时间以来， 音乐创造教学处于举步维艰的状

况。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觉得音乐创作高深而遥不

可及， 即使在教学中开展创作教学， 也只是流于表面，
未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材资源利用不充分， 缺

乏新意， 深度不够， 知识松散， 概念模糊， 只注重表

面， 教学内容、 创作环节轻描淡写， 教学缺乏连续性。
教师创新能力不够，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学习效果不

佳， 学生丧失了应有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笔者先后对两所学校的 ８８７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

访谈， 通过对 ３６ 节音乐创作课的课堂观察， 将学生音乐

创作实践的参与状况大体分为 ３ 个层次———很少参与、
一般参与、 深入参与。 其中， “深入参与” 的有 １５６ 人，
“一般参与” 的有 ３０６ 人， “很少参与” 的有 ４２５ 人。 造

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学生自身， 部分学

生不敢放开手脚去创作， 课堂参与度低。 二是教师， 在

课堂教学中， 部分教师为了赶进度， 设计的创作环节没

有给学生留下充足的思考和探究时间， 习惯将自己的教

学活动占用大部分的课堂时间， 使得学生无法深入开展

音乐创作实践。 为进行深入的音乐创作实践， 笔者通过

节奏接龙、 节奏旋律问答、 歌曲和声配置、 旋律填充、
例句添音等创编活动， 使学生在 “情感唤起———情感深

入———情感外化” ３ 个阶段中积极地参与音乐创作实践。
如在尝试节奏创编时， 以 《滚核桃》 为例， 笔者设计了

３ 个阶段， 让学生达到乐学、 善学、 活学的目标。

《滚核桃》 学习 “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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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的目标， 认为必须写出一首曲子， 或至少构思出一

首歌曲的主旋律才能称为 “音乐创作”。 创作活动初始，
学生普遍具有恐惧心理， 畏惧创造， 觉得自己的能力不

可能达到， 只有音乐家才能胜任， 因此对创作产生恐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不惧怕创造， 让音乐创作融入我

们的生活， 就成为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袖珍版 《滚核桃》 创编展示

创作表现形式

《滚核桃》
方式 演奏技法

头部 分组进入 滚奏鼓梆

身部 九种演奏技巧

尾部 分组进入 滚奏、 刮奏鼓梆

　 　 第一， 所有音乐创造的思维活动都基于情感， 音

乐是源于音乐创作者经过情感体验后才进行的审美创

造。 创作思维的本质是追求个性化的过程， 而这种个

性的特征正是灵感与活力的体现， 正如 “一千个人眼

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样， 正是这种差异， 成就了

音乐家不同的精神风格。 第二， 创作教学灵活多样，
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 其要旨与核心在于情感的融

入。 在学习 “表现主义音乐” 一课时， 笔者先是引导

学生感受音乐的情感、 速度、 节奏， 体会音乐的情境，
引导学生揣摩作者的内心感受， 并提出 “作者为什么

要创作这么恐怖而怪异的音乐”， 引发学生的思考。 在

感受无调性音乐的特点后， 请学生利用身边的物品和

声响创编三个场景片段， 鼓励学生提出多种创作方案。
学生们分组即兴创作、 表演， 利用报纸、 垃圾桶、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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