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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人员基本信息

课题主持人基本情况

姓 名 徐梦洁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

年月
1996 年 11 月

行政职务
专业技

术职称
研究专长 音乐教育

最后学历

研究生

最后学位

硕士

工作单位

常州市正衡中学
手机（必填）

15150167708

E-mail（必填） 1048073997@qq.com

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限填 10 人，不含主持人）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专长 在课题组中的分工

张润泽 常州市正衡中学 中学二级 音乐教育

贺怡 常州市正衡中学 中学二级 音乐教育

朱晓薇 常州市正衡中学 中学二级 音乐教育

黄梦尧 常州市正衡中学 音乐教育



课题主持人前期教育科研情况

课

题

课题名称 立项部门 立项时间 任务分工 完成情况

苏州大学课外学术科研

基金项目

苏州大学 2016 总负责 已完成

苏州大学莙政项目 苏州大学 2016 总负责 已完成

独

立

或

以

第

一

作

者

发

表

或

出

版

的

主

要

论

文

或

著

作
（
限
填1

0

篇
）

论文或著作名称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或出版时间

朱昌耀与《江南春色》——解析朱昌耀对胡琴文

化的诠释

北方音乐 2017.08

吴江同里宣卷初调查——宣卷班子的回暖情况

及现状分析

黄河之声 2020.02

初中民族管弦乐校本课程评价初探 学习报 2022.1



二、课题研究设计与论证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1：大单元教学：是指以大概念为“整合器”，将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融合

为一个有机整体，开展连贯长程式教学，以促进学生整体认知、 综合理解和融合创生的一种教学

样态。 相对于“单课教学”，大单元教学以更高角度和更广视域，来破除内容的简单重复、散点

碎片化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整体认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2：素养：素养的原始涵义为“人为适应环境而合力奋斗”。1959 年罗伯特∙W∙怀特（美）在《对动

机的再思考：素养的概念》一书中写到：“素养是指某个有机体和环境有效互动的能力”。学者杨

向东认为“素养是

个体后天习得的、能够适应和改造环境的可能性”。学者张华认为“素养是指人在特定情境中综合

运用知识、

技能和态度解决问题的高级能力与人性能力”。素养是应对未来复杂社会的能力。

3：五线融合：五线融合是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将认知线、知识线、情境线、问题线、

任务线五线相互融合的新型教学方式。

4：核心素养：学者杨向东认为核心素养是指个体在应对 21 世纪各种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现代

生活环境

时所需的关键品质。学者张华认为当今世界共同追求的核心素养即协作、交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

性，核心素养亦称“21 世纪素养”，是人适应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需要，解决复杂问题和适应不

可预测情境的高级能力和人性能力。核心素养是对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超越，其核心是创造性思

维能力和复杂交往能力。核心素养具有时代性、综合性、跨领域性、复杂性。钟启泉教授指出人格

品质和关键能力的总体描述就是核心素养。

（二）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初中音乐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必修课，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在尊重个性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如何改变传统教学的整齐划一的培养模式，

实施因材施教的个性教学，是现阶段急需音乐教育实践者对初中音乐教学的探索，需要教育研究者

和一线教师勇于尝试探讨和实现音乐个性化教学。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个性化教学理论与音乐个性

化教学实践的梳理，来审视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具体实践方式，提炼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实践

经验，这对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对于我国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研究来说，大部分停留在尝试性的经验总结阶段，对于

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特征、内涵的研究少之又少，对于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认识也

有一定偏差。本研究以实践为依托，探索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实践研究，为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

理论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我国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研究理论。



2.实践意义

本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对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现状进行研究。通过发现目前

存在的问题来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并提炼出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的教学对策，为一线教师提供音

乐个性化教学实例，提高一线教师的音乐个性化教学能力。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初中音乐

个性化教学提供可操作的教学对策，为初中音乐课堂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具体的教

学方法与实施策略。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三）研究目标

一、在研读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基于五线融合的教学理念，培养教师的单元意

识。

五线融合是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将认知线、知识线、情境线、问题线、任务线五

线相互融合的新型教学方式。

单元设计”一般是遵循 ADDIE 模型—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

实施（Implement）、评价（Evaluation）而展开的。需要教师在此基础上，通过单元设计、课时

设计将学科核心素养呈现出来。笔者认为，教师要提高站位，培养单元意识，在研读教材和教学内

容的基础上，进行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其指向是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

二、结合大单元教学的内涵、特征与价值，探讨如何以单元教学视角开展音乐教学设

计的一般路径。

大单元教学是指以大概念为“整合器”，将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融合为

一个有机整体，开展连贯长程式教学，以促进学生整体认知、 综合理解和融合创生的一种教学样

态。 相对于“单课教学”，大单元教学以更高角度和更广视域，来破除内容的简单重复、散点碎

片化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整体认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大概念统整的大单元教学，其实质就是教师围绕大概念，将学生要学的知识技能结构化为一个

相对完整、意涵丰富的学习单元。 它包含以下设计要素：立足教材内容，确定大概念→明确预期

目标，表征评估证据→设置问题板块，设计教学活动。

现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苏少版”）八年级为例，谈如何以单元教学视角开

展音乐教学设计。



（四）研究内容（或子课题设计）

一、五线融合下大单元音乐教学设计现状分析

（一）问卷调查与结果统计

（二）问卷数据结果分析

二、五线融合下大单元音乐教学设计策略建议

（一）确定音乐大单元学习主题思路

（二）开发音乐大单元学习工具

（三）设计音乐大单元学习活动策略

三、五线融合下大单元音乐教学设计内容实施

（一）单元目标内容实施

（二）学习任务内容实施

（三）教学活动内容实施

（五）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个别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教学检测法



（六）实施步骤

本课题研究时间：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

第一步，2022 年 3 月—2022 年 5 月

我们首先成立课题组，认真研究讨论，形成课题研究意向。接着，课题组全体老师对研究的目

的、方向、内容、方法、时间以及难点等做出初步的规划，制定初步的课题研究计划进行了课题分

工，明确了课题组各成员的职责。然后，课题组完成相关的理论探索，如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集

中学习相关教育教学理论著述等。最后，前期的调研资料进行了汇总和分析，为后续的课题研究提

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第二步，2022 年 5 月—2022 年 10 月

我们将围绕五线融合下大单元音乐教学设计研究这一核心内容，进行以八年级为单位的课堂教

学，并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分析。

1、课题组召开全体课题组成员会议，先总结前一阶段的研究实践，并形成更加系统科学的课

题实践方案；再制定第二阶段的研究方案并展开具体的调查研究。

2、在这一阶段，开设初中音乐八年级公开课、研究课，集体讨论教学设计、制作相关的教学

课件等，邀请专家点评公开课，汲取专家们和听课老师的建议和意见。

3、课题组定期召开研究会，整理得出本课题阶段研究成果，以及今后进一步研究需改进的方

向等。

第三步，2022 年 10 月—2023 年 3 月

通过实践及阶段性总结，整理实践成果，与课题研究初期进行比较对比研究。

撰写课题研究论文，参加论文评比，争取发表；总结提炼和实验成果的综合评估，汇总成较为

系统科学的《基于五线融合下大单元音乐教学设计研究—以苏少版八年级为例》的结题报告。

（七）主要观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以社会发展和基础音乐教育课程变革为视角，从学校水平的音乐学科所进行的音乐个性

化教学实施角度出发，并以一所学校为个案，深入研究个性化音乐教学实施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这

种以一所学校为个案，深入到一个具体学科、一个年级研究初中音乐个性化教学实施的系统研究目

前还没有。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创



（八）预期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责任人

阶段成果（限 5 项）

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文本 2023.3 音乐组

音乐大单元教学课例集 文本 2023.3 音乐组

音乐大单元教学论文集 文本 2023.3 音乐组

音乐大单元教学课程资源 光盘 2023.3 音乐组

最终成果（限 3 项）

音乐大单元教学论 文本 2023.3 音乐组

音乐大单元教学课程资源 光盘 2023.3 音乐组

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文本 2023.3 音乐组

（九）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包括：①主持人、核心成员的学术或学科背景、研究经历、研究能

力、研究成果；②研究基础，包括围绕本课题所开展的文献搜集、先期调研和已有相关成果等；③

完成研究任务的保障条件，包括研究资料的获得、研究经费的筹措、研究时间的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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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四、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