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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联觉法在音乐课中的运用

□ 淮南市泉山中学 夏 琴

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必

须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触觉，以及综合起来的通

感联觉，才能更好地创作或欣

赏艺术作品。音乐除了可以在

听 觉 上 作 用 于 人 的 听 觉 器 官

外 ， 同 时 在 视 觉、触 觉、情

绪、联想等方面都会有反映。
这种在一种感觉下产生另一种

感觉的心理，就叫做审美过程

中的通感联觉。
笔者在多年的音乐课程教

学中 ,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 ,总
结积累了运用通感组织教学的

案例，现谈点体会。。
一、创设情境，积极参与

案例1：教师有感情地配乐

朗诵一首歌词：月亮/白莲花般

的云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

快乐的歌声 /我们 /坐在高高的

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教师请一部分学生想象

自己是月亮、谷堆、莲花、妈

妈，另一部分学生想象自己是

晚风，从人们身边轻轻地、慢

慢地吹过，温柔地抚摸着我们

……最后轻轻地、慢慢地围绕

在妈妈身旁。教师通过朗诵，

让学生都参与到角色扮演中来，

以此创设一种情境，通过欣赏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

歌，边听边将自己对音乐的感

受用表情与动作展示出来。学

生通过聆听和自己的表演，体

会乐曲中悲凉的气氛和痛苦回

忆的情绪，使音乐的旋律深深

的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
二、激励想象，引发思维

音乐的魅力不仅在于音乐

本身韵律的和谐完美，同时还

在于它给人们一个驰骋想象的

空间。用音乐开启学生想象的

闸 门 ， 引 发 他 们 的 发 散 性 思

维，这是音乐教育的新课题。
案 例 2:笔 者 让 学 生 欣 赏

《北京喜讯到边寨》，让每一个

学生敞开心扉，用自己的心独

立地去体会音乐带来的震撼，

进而唤起无尽的遐想。音乐播

完以后，笔者要同学们各抒己

见，发挥各自的创造力给乐曲

起 名 字。于 是“过 年 了”、
“丰 收 锣 鼓”、“兴 高 采 烈”、
“闹新春”等名字诞生了。在

经过精心设计的音乐课上，每

道“题”都有无数个“答案”，
每个答案都是学生思维和想象

迸发出的火花。
三、改变观念，大胆表现

音乐欣赏不仅使我们受到

感染，给我们以启发，激励我

们的想象，引发我们的思维，

还能通过“动作”使我们学会

表达、表现。通过乐曲旋律用

听觉触发和学生身体随着乐曲

律 动 ， 使 得 课 堂 气 氛 更 加 活

跃，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案例3：让学生以身体作为

一件“乐器”，随着乐曲的旋

律自由的运动。学生通过走、

跳、跑，自行创作表现与他们

所听到的音乐相应的动作，每

个人对自己所听到的音乐都用

不同的理解，随之作出不同的

动作，这就最大限度的发展了

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于

不同的旋律，当学生动作缺乏

相应的表现时，教师不失时机

地 给 学 生 各 种 动 作 提 示 ， 例

如 ： 双 脚 轻 轻 跳、双 脚 重 重

跳、单脚跳、跺脚、踮脚轻轻

跳、走步、爬行、躺下、慢慢

起身、伸懒腰等。学生根据自

己听到的音乐，用以上这些动

作表达自己的身体语言，充分

调动了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对

音乐旋律的大胆表现。
音乐艺术的魅力极其神秘

之处，就在于它带给我们感情

上的共鸣，音乐不但要有耳朵

听 ， 用 头 脑 思 考 ， 用 心 灵 感

应，还要调动全身的每一个细

胞来共同感受、体验和参与。
由听赏体验———动作体验，由

感性认知———理性认知。
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艺

术审美的丰富性在于通过听觉

能够刺激唤醒人体的各种感觉

器官，从而在心中呈现丰富多

彩的立体世界。其他艺术学科

的信息作用于各种感官，也能

激 发 听 觉 神 经 ， 从 而 产 生 乐

感。让我们在音乐教学中启动

艺术通感之门,让音乐情感的渗

透润物无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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