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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大学音乐教学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其基本的教学价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受到了

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近年来，大学音乐教育逐渐成熟，

人们也相继开始认识到音乐心理学教学的作用，并将其开

始融入音乐教育体系中，但在具体的教学对策和教学方法

上，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提高音乐教育的整体效率，促进音乐事业的良好发展[1]。

二、音乐心理学概述

（一）音乐心理学

音乐心理学指的是立足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人

的心理与音乐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及内部的规律。音乐

心理学属于一种特殊的学科，其中融入了包括生物学、音

乐学、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美学、人类学等在内的

很多方面的理论知识。在教学实践中，强调的是通过实验

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心理学与音乐学之间的关系，以及

表现出的相关音乐行为和生理行为。由此看出，音乐心理

学从表面上来看，属于音乐体系的一种，但本质上来讲依

然是一种心理学，探讨的是心理学在音乐领域中的应用和

发展[2]。

（二）音乐心理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

音乐心理学属于心理学一个分支，与音乐教育之间却

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为音乐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心理学

方面的理论指导，更包含着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引导和渲

染。由于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音乐教育

是将音乐艺术在教学工作中得到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将音乐心理学融入音乐教育，可以更好地探讨人们在学习

音乐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因此，二者的有机融

合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整体效果，促进彼此的相互进

步与发展[3]。

三、大学音乐教学中融入音乐心理学教学的意义

对于大学音乐教育来说，音乐心理学教学是其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具体意义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提高学生感知能力

将音乐心理学教学融入大学音乐教育体系中，可以让

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音乐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能够

有效强化学生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尤其在当前素质教

育理念下，关于音乐学科的教学不仅要讲解基本的理论知

识，更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的提升，最重要的

是如何能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高尚的道德品

质以及健康的心理状态。对此，音乐心理学教学的融入，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分析和理解音乐作品中的内涵与意义，

从作曲到人物，从旋律到情节，使其从不同的角度感受音

乐作品各个部分所传达的情绪，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感知能

力和理解能力[4]。

（二）能够贯彻音乐育人意义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要想让学生能够对每一部音乐作

品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赏析，学生首先必须要能够正确地理

解音乐创作者在其中融入的思想情感，正确感知作品想要

表达的情感内涵。然而要想达到这一效果，在音乐教学过

程中便需要融入音乐心理学教学，帮助学生在感知作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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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和旋律的同时，站在不同的角度领悟作品背后的情感和

意义，能够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通过丰富学生心理

上的感知，唤起学生对于真实生活经历的思考，有效丰富

了学生的学习经验和情感体验，使其深切地感受到音乐艺

术形式背后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并能够进一步贯彻音乐的

育人意义和这门学科的价值功能[5]。

（三）能够提升音乐教学层次

在传统的音乐教学过程中，很多时候学生都是在被动

地接受知识，教师是掌握课堂具体走向的唯一人物，师生

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导致课堂学习氛围比较沉

闷，学生自然会产生抵触性情绪，进而形成不良的学习态

度。对此，将音乐心理学教学融入音乐教学过程中，能够

站在心理学角度分析学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举止，并在此

基础上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和创新，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他的课堂参与热情。通过心理方面的刺激和影

响，唤起学生在生活中的情感经历，让学生从音乐丰富的

旋律中感受作者传递出的情绪变化和情感价值。这样，不

仅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能进一步提

升音乐教学的整体层次[6]。

四、大学音乐教育中融合音乐心理学教学的方法

要想更好地促进音乐教育同音乐心理学教学的有机融

合，这一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心理学之

间的联系，明确二者的侧重点。然后立足具体的教学内容

进行设计和优化，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教学情境，使其能够

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一）创新教学方法，重视心理学认知

关于音乐教育和音乐心理学的有机融合，首先要做的

是创新传统的教学方法，综合考虑到当前社会科学教育理

念的现代化要求，既要分析音乐教育方面的理论，也要考

虑到音乐心理学教学方面的实践，将二者融合一起进行综

合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改变传统教育过程中缺乏心理教育

的错误认知，应用新的理念来辅助大学音乐教学课堂。与

此同时，教师也要端正以往错误的教学观念，认识到音乐

心理学教学的重要性，能够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更好地

促进音乐教学和音乐心理学教学的进一步融合，充分发挥

出音乐心理学教学的整体价值。

（二）明确研究范畴，加强音乐教育

在进行音乐心理学研究与音乐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

中，也要明确其中的研究范围，具体内容包括音乐对心理

的刺激及其效果、音乐感、音乐记忆、音乐与感情的关

系、音乐与才能的定位与分类、音乐创造及表演的心理过

程、音乐对社会心理的影响等。从本质上来讲，音乐心理

学研究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内容也相对比较细致，不

仅需要考虑音乐本身节奏强弱或者音高变化与感觉的关

系，同时也要思考这些变化和人类心理变化之间的联系。

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规划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包括音乐

鉴赏、作品理解和作品创造等。这样才能让音乐教育得到

进一步增强，有效强化学习者的音乐感受力，这是传统的

音乐教学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三）借助信息媒介，创设教学情境

在大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要想更好地融入音乐心理

学，教师也可以借助一些教育媒介来完成这项工作。过程

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一些符合作品主题的网络素

材，以此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改变单一传统的教学结

构，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打造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氛

围，充分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

教育质量。通过这种情境的创造，可以让学生站在不同的

角度理解音乐作品所传达的情绪和表达的意义，通过课外

网络素材搜寻和引入，以播放视频和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

进入到情境中，获得丰富的心理体验，感受到音乐和心理

学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当做好对于课堂教学的

拓展和延伸，既要立足音乐作品本身，又要打破作品本身

的局限。重点为学生讲解音乐作品表达的内涵，并明确音

乐心理学教学的延伸方向。过程中带领学生一同探讨音乐

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真实人生经历，共同分析作者

在创作中的心理情绪以及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让学生

通过音乐节奏和旋律的变化感受其中的意义，并与其他同

学交流自己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到音乐艺术

的魅力，同时感受到音乐和心理学的关系。比如，在学习

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时，教师先为学生讲授相关的

乐理知识：“低声部由一个两小节的循环动机贯穿了整首曲

子，这是在几百年后成为流行乐曲中和‘4536251’齐名称

为‘黄金8和弦’的著名旋律。”然后和学生一同探讨其中节

奏，速度和旋律的变化带给自己的感受，体会其中那种“让

人捉摸不透的愉悦感”。让学生的心理受到积极的刺激，获

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四）注重音乐实践，深化心理感悟

音乐教育的开展也要注重实践活动，实践对于音乐教

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音乐是抽象的，

是需要建立在感知和听觉器官基础上的。优秀的音乐作品

通过节奏和旋律的组合为观众创造想象的空间。对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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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抓住这个特点，注重音乐实践的开

展，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心理感悟。

比如在学习戏剧时，可以引导学生从戏剧的人物表

情、人物服装和人物动作等方面探讨其中对于艺术表现力

的呈现，以及自己看到这些内容时所获得的心理感受，在

实践中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再如，在学习《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经典情景剧时，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参与到舞台剧作品的表演

中来。让学生先是掌握音乐的旋律，并能够站在情感的角

度思考作品的情绪传达方向，在其他同学表演的过程中，

台下欣赏的同学也要通过观察演员的动作和神态体会其心

中的情绪表达。这个过程中结合音乐情景剧的创设背景，

能够让学生的情感体验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有助于提升

课堂教学的整体层次。

（五）展开赏析作品，实现情感共鸣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关于音乐心理学教学的融入，教

师也可以结合具体教学需求组织作品赏析活动，让学生欣

赏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其中蕴含的深邃哲理。通常情况下，

这些内容的存在都是比较抽象的，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音频

和视频的方式加以辅助，带给学生真实的感官刺激。同

时，教师也可以引入一些学生生活中比较熟悉的场景和感

兴趣的内容，通过这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其课堂学

习的专注力，大学生快速进入到学习状态中，深刻聆听音

乐作品的旋律，从而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最终实现与作

者的情感共鸣。

比如，在学习《梁祝》作品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

首先为学生播放一段学生所熟悉的电视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并结合视频片段适当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和讨

论。然后，再为学生单独播放《梁祝》音乐旋律，让学生结

合《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爱情故事，感受音乐中的节奏

和旋律的变化，总结这部作品所表达的心理情绪。这样一

来，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得相应的心理体验，与作者获得情

感上的共鸣，也能有效强化其音乐鉴赏力和艺术感知力。

（六）激发学习兴趣，完成课后延伸

关于音乐心理学教学在音乐课堂中的融入，除了课上

教学以外，课后延伸也是十分关键的。所以在完成课上内

容的教学之后，教师可以结合实际需求设计丰富的音乐实

践活动，让学生在课后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实现触景生情，

深刻体会到音乐表达的情绪，并获得深层次的感受。

比如，在学习肖邦的《夜曲》这部作品时，完成作品的

教学和讲解之后，教师可以组织一个情景赏析活动，将教

室的灯光关闭，并拉上窗帘，营造一个夜晚的氛围。让学

生闭上眼睛悉心静心聆听音乐，尽量放松身心，用心感受

其中旋律表达出的情绪价值，让学生获得更加真实的情感

体验。欣赏完毕后，让学生交流和探讨自己的真实感受和

内心想法，然后教师进行总结，使其正确地认识到这部作

品的艺术魅力和情绪价值。

五、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大学音乐教学的开展来说，音乐心理

学教学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音乐课堂教育中不能或

缺的一项关键内容，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内

心素养的提升。认识到音乐教育和音乐心理学教学之间的

密切关系，能够明确二者的各自特征和教学目标，然后结

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和优化，引入丰富的

教学素材，选择新颖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音乐

学习体验。这样，才能使其在学习音乐并聆听音乐的过程

中获得深刻感受，体会到音乐这门艺术的情绪价值和育人

功能，真正意义上发挥出音乐心理学教育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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