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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主持人

姓 名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徐梦洁 常州市正衡中学 15150167708

二、课 题 组 成 员（不含主持人，限 10 人）

序号 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 课题组分工

1 张润泽 中学二级 常州市正衡中学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课程开发及设计

2 贺怡 中学二级 常州市正衡中学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实验教学及案例撰写

3 朱晓薇 中学二级 常州市正衡中学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实验教学及案例撰写

4 黄梦尧 常州市正衡中学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实验教学及案例撰写

5

6

7

8

9

10



三、成果简要说明（限 2000 字）

(包含简要研究过程、研究发现或结论、主要研究成果等)

一、研究过程

1.在研读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培养教师的单元意识。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步：第一，研读课程标准与教材。教师需要仔细

研读本学期教材中的内容与教学要求，然后根据课程标准中相应的学段目标要求，以及学生的学

习基础、学习能力，明确本学期要为学生提供哪些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教

学与引导。第二，根据学科核心素养，对教材中的内容进行“归档”。每种核心素养与音乐学科

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最为合适的为音乐教学提供助力的活动。第三，确立教学顺序，组织

学生的学习体验。可以先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知识结构的相互关联或者情感认知发展规律，

确定同属于一个“大单元”中的课程内容教学顺序，然后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再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体验。第四，设定评价标准，确定评价方法。“大单元”中的每一节课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认识、理解和运用大单元中的“大观念”，因此，教师需要通过及时的评价来了解学生的掌握

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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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读教材内容，立足单元教学

（2）基于学生学情，明确教学目标

（3）精选教学内容，铺设教学脉络

（4）围绕真实问题，创设教学情境

（5）关注学业质量，指向核心素养

3.研究内容

《神州音韵》是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的一个单元，选用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歌，以及以本地

区民族音调为创作素材的创作作品。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再结合苏少版、人音版其他相关课例，使

学生了解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民歌的相关知识，以及作曲家运用现代创作手

法刻画少数民族风情的表现方式。

二、研究结论



核心素养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问世，促使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理念的进一步更新。可见，

当代音乐教师除了需要具备学科思维外，更需要具有“育人”的思维，要从“如何帮助每一名学

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来思考音乐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可以赋予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

格。因此，只有合理运用“大单元教学设计”，用发展的眼光来构思课堂教学，强化教学的“育

人”功能，才能更好地让课堂教学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三、主要研究成果

徐梦洁：《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以苏少版八年级赛尔维亚理发师为例》

朱晓薇：《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以苏少版八年级孤独的牧羊人为例》

贺怡： 《核心素养下的初中音乐大单元的观念初探》

张润泽：《以初中音乐“号子”大单元教学为例—浅谈情境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黄梦尧：《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以苏少版八年级第五单元亚非拉掠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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