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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信息

单元（或主题）名称 文人情致

学科 音乐 学段 高中 年级 高一

学习任务/模块 学习不同类型文人音乐的表现形式、听觉特征和创作手法

教材版本 人音版 高中音乐鉴赏

单元（或主题）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一、指导思想

1.转化核心素养课程，引导构建知识体系

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到实处。2014年教育

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

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设计中，我们关注的是知识点的传授与解说，依赖的教学方法是组织

知识。而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转化要求我们去关注，什么活动使得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能

力与素养，什么表现能证明了对所学内容的有效掌握。在课堂上充分地关注学生对课堂

内容所做出的反应。充分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去构建知识体系，展示学识成果。

2.采用多样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就指出：“建立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

的潜能，了解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

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

文件指出：“教师要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采用多样的、开放的评价方式了解每个学生

的优点、潜能、不足以及发展的需要。”要“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领导、同事、

家长、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师评价制度。”

从以往的教学实践来看，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对教学目标是否达成、师生

课堂关系是否良好，都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同时，针对课堂学习环境的评价也较为客观。

学生的学习成果反馈评价，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的目标落实性，有利于师生

在后序教育中的互动以及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教师针对学生的反馈与建议，能

够弥补不足，拓展新的教学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评价模式

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为全面地、有针对性地鉴赏音乐作品，体会音乐中

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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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依据

1.依托课标理解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强调关注学科的核心素养，要求学生能通

过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三个方面对音乐课程进行学习。

课标基本理念第 1条指出：学生通过音乐课程学习，认知、理解音乐艺术的本体构

成特征，领悟音乐形式美与艺术表现的关系，拓展文化视野，培养美好情操；

课标基本理念第 4条指出：中国民族音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积淀丰厚，是中华

优秀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世代珍惜和忠实传承。学生通过音乐的学习与实践，熟悉

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针对音乐课培养和发展学生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三方面的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这一单元的音乐课学习强调“培养和发展音乐听赏、表现与编创能力”。应该在

充分利用学生在小学、初中掌握的相关音乐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更好地对“文人音乐”

以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方面进行探究与理解。学生通过对民族音乐系统的学习与掌握，

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2.立足非指导教学

非指导教学模式是由人本主义代表人罗杰斯提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人的潜

能、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强调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追求的目标。

所谓“非指导”，不是不指导，而是一种不明确的指导，即要有指导的艺术，促进

学生的学习。教师的任务是要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手段和条件，促进个体自由地成长。

学生在第九单元“文人情致”学习前，已经对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器乐、

歌舞音乐、戏曲、曲艺和民间舞蹈等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学习与探究。“文人音乐”是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单元的课堂上，老师更多的是“学习的促进者”，

引导学生自主地去探究中国古代音乐中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文人气节与情致。

3.立足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依据皮亚杰和布鲁纳的建构主义理论，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注重学生独

立活动的开展，注重学生的前认知与体验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和思维能力。

本单元的教学中教师始终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课程设置

紧紧围绕学情分析结果展开。同时，在第三课时的拓展展示中，教师学生反馈进行鼓励，

不轻易地否定学生的答案；同时以引导为主，让学生自主去探究知识。

4.促进深度学习

促进深度学习是当下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所谓“深度教学”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或任务，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

学习过程。本单元的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探索知识内在的逻辑与意义，通过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等方式促进深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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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或主题）教学背景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及课时分配

1.单元教材地位分析

中国是一个礼乐之邦，音乐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的音乐文化陶醉了一代代中国人。

学生在第九单元“文人情致”学习前，已经对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器乐、歌舞

音乐、戏曲、曲艺和民间舞蹈等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学习与探究。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系统化理解中国传统

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文化是随著社会文化的变革而发展的。多数音乐作品极具

时代烙印，并且反映地域文化的特色。这一单元的作品，能让学生与古代文人音乐自然

之美、艺术之美与人文之美产生共鸣，对古代文人气节有所体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鉴

赏也更为系统化。

2.单元教学内容

本单元单元主题是“文人情致”。

何为“文人”？不论是《流水》中的伯牙，还是《广陵散》里的嵇康，都可以被称

作是文人。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以文字为媒，吟诗作

赋，歌咏大千世界，书写真实情感。而文人音乐指的是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

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我国古代传统音乐的总体包括“古琴音乐”和“词

调音乐”。

“古琴音乐”又称为“琴乐”，主要表现有琴歌、琴曲、琴论和琴谱四个方面。琴

曲是古琴器乐曲，如《广陵散》、《流水》；琴歌是以琴来伴奏唱的一种体裁形式，如

《阳关三叠》。“词调音乐”是配合着词而歌唱的一种形式，姜夔的《扬州慢》这种词

人通晓音律，自摆歌词，谱写新曲调的“自度曲”就属于词调音乐。

何为“情致”？是这一群体形成的多样的文化自信、文化情怀。例如济世情怀、落

魄情怀、隐逸情怀、悲秋情怀、诗酒情怀、山水情怀、家国情怀等等。中国传统文人的

形象丰富而饱满，有着对客观环境的敏感洞察力与个体情绪强烈的表现力。他们的文人

气质与文人情怀时代传承，独树一帜，因此创作的文学、音乐也成为了各个时期的代表

作。

《文人情致》选自人音版高中音乐鉴赏模块第九单元，学习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共

四首作品。第一部分为“古琴音乐”，包括两首传统古琴器乐曲，一首是意境高远、曲

调平和、寄情山水之作《流水》，一首是嵇康——一代文人之首创作的“刀光剑影、杀

伐之气”的《广陵散》。第二部分为“古代歌曲”，包括古琴伴奏演唱的“琴歌”《阳

关三叠》和属于“词调音乐”自度曲的《扬州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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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名 音乐特点 创作时期 体裁 音乐情感

《流水》

（初中教

材重叠）

百家争鸣背景下创作，

逍遥隐逸、寄情山水之

作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争先绽放 琴曲，古

琴器乐

曲

山水情怀，隐

喻开阔的胸襟

和百折不回的

精神

《广陵散》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

首嵇康创作，唯一具有

“杀伐之气”的古琴曲

魏晋时期

音乐挣脱了以祭祀的形

式而存在和为统治所用

的束缚

不畏强暴、宁

死不屈的复仇

意志

《阳关三

叠》

（初中教

材重叠）

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为歌词进行创作的“琴

歌”。全曲三大段加一

个尾声，同一曲调反复

叠唱三次。

唐代

社会各阶层文人雅士纷

纷溢出，弹琴作诗，“文

人音乐”发展生机勃勃

琴歌，合

唱曲
别恨离愁

《扬州慢》

姜夔通晓音律，自摆歌

词，“俗字谱”谱写的

雅乐七声宫调式。

宋元时期

文人音乐走向作曲填词

的形式。

词调音

乐，自度

曲

对时政的不满

与无奈

3.作品联系

（1）本体特征：

“文人情致”这一单元，从作品体裁与创作时期两个部分梳理教材。

在作品体裁上，除了《扬州慢》属于“词调音乐”，其余三首均为“古琴音乐”，

其中《阳关三叠》为“琴歌”，《广陵散》与《流水》为“琴曲”。

在创作时期上，教材按照文人音乐的发展历史脉络安排了教学内容的先后，分别列

举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唐宋时期的四首作品。

因此，课堂教学的重点是“文人音乐”中的“文人情致”以及“文人音乐”在不同

时期、朝代的产生与发展。四首作品的作曲家、表演者都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代

文人，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也包罗了文人性与时代性。如此安排教学，学生可以对

单元内容更全面地进行把握。

琴曲《流水》在春秋战国时期创作，是百家争鸣、争先绽放的社会景象，大量具有

音乐情操的文人雅士地涌现也为文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其中可以了解传统古琴

曲意境高远、曲调平和，抒发的古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思想感情。

琴曲《广陵散》创作于魏晋时期。音乐挣脱了以祭祀的形式而存在和为统治阶级所

用的束缚，开始作为文人表达其意识和情感的新形式。作品里可以体会刀光剑影、杀机

四伏，所表达的士为知己者死、不畏强暴的悲壮情怀。

琴歌《阳关三叠》创作于唐朝。文人音乐发展生机勃勃，各个阶层的文人雅士都开

始学习和创作音乐。在作品中感受悲伤、惜别、期待的感情。

词调音乐《扬州慢》创作于元宋时期，文人音乐走向作曲填词的形式。作品中可以

体会满目萧条下，作者的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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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层次：

从传统古琴曲到古代传统歌曲作品。老师带领学生，剖析文人音乐的创作语言，欣

赏音乐创造中的巧思。例如，《流水》中“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广陵散》作为大

型叙事曲，正声部分从怨恨到愤慨的情绪变化以及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与发展。

《阳关三叠》中同一曲调反复变化、叠唱三次。《扬州慢》中雅乐七声宫调式的调式特

点，曲调换头手法以及旋律重复变化等。

（3）人文内涵：

四首中国古代音乐作品的选择极具代表性，紧紧围绕学生理解文人音乐以及发展脉

络为学习目标。而多样化作品类型的选择，也有助于学生体会不同的文人音乐所蕴含的

错落多样的“人文情致”。不论是山水情怀。亦或是离愁别绪，还是对时政的不满、愤

懑都可以一一体会和感受。

4.教学功能和价值

中国民族音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积淀丰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值得世代珍惜和忠实传承。本单元学习的教学价值就是引领学生去自主探究并总结

理解“文人音乐”中的文人气节。

文人即“士”，“士者有得志者亦有失志者”，得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其得志的

高傲，唱出得志的豪气；失志者通过文人音乐写出自己壮志未酬的忧郁，表达出报国无

门的哀怨；不畏权贵者通过文人音乐抒发自己的满腔宁死不屈的意志。

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丰富而饱满，他们立足于客观环境，又善于从狭隘客观环境中，

借助文学、音乐等表现形式，拓展个体生命的宽度与广度。文人群体所创造的文人音乐，

有助于提升大众群体艺术鉴赏力。

因此，之于学生，是学生近距离接触古代音乐的机会，也是对我国传统音乐音乐鉴

赏和审美体系建立的重要一环。

5.教学课时分配及主要内容

我将本单元分为三个课时。第一课时：高山流水志家国。第二课时：西出阳关无故

人。第三课时：古韵悠悠咏流传。前两个课时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授。第三课时为拓展

课时。

之所以做这样的课时分配，是基于“教材本身内容的课时安排与拓展”以及“教学

目标的考量”两点原因，对教材进行横向与纵向的调整与梳理。

同时，考虑到教学中的温故而知新，也为了更好的强调音乐实践，学以致用。我决

定将本单元的教学内容重点分别放在《广陵散》和《扬州慢》上，同时以中国古乐的发

展历程、十大古乐曲目推荐作为拓展。

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古代文人形象与文人音乐所表达的文人情致”“文人音乐

发展时间脉络”展开。主要通过整体聆听——片段学习——作品对比——了解背景——

理解情感五个步骤由浅入深，进行感官和感性的审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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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课时教学内容安排是两首琴曲——《流水》和《广陵散》，是对传统琴曲演奏

技法、音乐结构以及人文内涵的探究。

第二课时教学内容安排是古代歌曲音乐——琴歌《阳关三叠》和词曲音乐《扬州慢》。

在古琴器乐曲学习后，了解琴歌合一的作品体裁。一种是为诗填曲的琴歌，一种是作者

创作的“自度曲”词调音乐。这一个课时作品是音乐与诗词相结合，在形式上有了递进。

音乐的理解上，不单是旋律部分的分析，还需要加入词曲交融。

第三课时为单元教学内容的拓展。对于高中生而言，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前两个课

时主要是针对教材中的代表性文人音乐进行讲解。考虑到这一单元的教学是第一次系统

地将中国古代音乐进行整合学习。第三课时的拓展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教师针对前两课

时的课堂学习成果反馈单，复习学生掌握较弱的知识点，同时针对学生自己较感兴趣的

学习内容进行拓展。其次，是以古代文人音乐的发展历程时间轴为主线。通过学生按照

小组为单位以 ppt 形式梳理文人音乐的发展历程，并选择某一时期的作品进行自我理解

的鉴赏交流以及小组之间互评等方式进行。单元学习的最后，教师介绍我国“十大古乐”

为课后自主学习提供方向。

之于教师，如何在高中生已有知识的积累下，给予他们更为宽阔的学习视野，以及

在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上进行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十分重要。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去了

解各个时期的文人音乐作品以及作品背后的情感尤为关键。

之于学生，通过成果反馈单以及“生生互评”等形式，增加课堂参与度，激发唤醒

学生内心的求知欲，以及对文人音乐的喜爱，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下去了解、感受

丰富多样的文人情致。提高音乐鉴赏的水平，从而建立古代文人音乐的鉴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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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情况分析

1.初中阶段教材掌握

2.学情调查

学习内容 学段 单元 乐曲名称 学生已有知识储备

乐音传情
七年级下

册
第二单元 《流水》

了解“泛音、滚、拂、绰”

等指法；

作品“起承转合”的结构；

作者情绪感知

悠远古风
九年级上

册
第五单元

《阳关三叠》

能够富有感情地演唱“琴

歌”，能够体会依依惜别之

情

《梅花三弄》

（ 编 钟 与 乐

队）

能够体会音色、力度、速度

对作品内容表达所起的作

用；

掌握辨识埙、古琴等音色的

能力并背唱主题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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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在初中的音乐学习过程中已经接触了 3首“古琴音乐”。而对于“词调音

乐”包括“文人音乐”还没有涉猎。其中《流水》、《阳关三叠》与高中教材重合。通

过课前对部分班级基本素养能力调查后了解到：经历了音乐中考的高中生，对古琴音色

能够识别，对两首作品的结构以及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有所掌握，对古代文人群体也

有所了解。然而，对古琴演奏技法还没有完全熟练地掌握。同时，对古代传统音乐相关

知识点也相对陌生。

因此本单元的教学，对于重叠作品的曲式结构不作为重难点解决。将古琴的演奏技

法融入教学里进行教授十分必要。同时，针对不同学生学习能力的悬殊而进行不同程度

的课堂参与的设计。

在高中音乐课的前几个单元，学生主要学习了我国的各地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等，

对传统民族音乐有了一定的认知，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随着身心不断成长，学生们在课堂上更倾向于进行理性思维活动，而在课堂感性体

验的实践活动中参与性与积极性有所降低。本单元主要涉猎的范畴是“人文音乐”，这

与之前学习的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时期不同。因此这一单元的教学中，“时代性”的大

方向确定尤为重要。老师引导学生通过聆听欣赏、讨论分析等不同形式进行课堂实践。

在增加感性体验的同时，帮助学生去自主了解并总结什么是“文人音乐”，深刻体会古

代文人音乐中表达的“文人情致”的艺术魅力，从而形成对文人音乐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单元（或主题）学习目标与重难点

一、单元整体学习目标

1.审美感知

鉴赏琴曲《广陵散》、《流水》，琴歌《阳关三叠》，词调音乐《扬州慢》。体会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音乐表现形式、听觉特性和创作手法。并在鉴赏过程中，了解每首

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时代特点。多方位、多角度的学习不同类型的文人音乐，提升审美感

知能力。

2.艺术表现

多层次地聆听音乐，并通过模唱主题、对比探究、背景探索、调式分析等活动，了

解作品的曲式结构、音乐要素的变化，感知作品的思想含义以及情绪。充分发挥学生的

理性思维能力，学习并掌握自主总结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人音乐，阐述个人独特的

见解的能力。

3.文化理解

通过对四首作品的鉴赏，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文人音乐内涵。通过按

小组对文人音乐各个时期产生与发展的时间脉络梳理，让学生对“文人情致”丰富的精

神世界有所认识。并从文人音乐的体裁性、人文性与社会性中，获得崇高的精神享受与

多元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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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课时学习目标与重难点，及其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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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或主题）整体教学思路（教学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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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或主题）教学过程设计

单元主题 人文情致

课时一：

高山流水

志家国

高山流水志家国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活动一：“猎奇”导入

1.观看教师表演弹奏古琴曲《关山月》

2.学生自主交流并回顾已学古琴相关知

识，教师适当补充。

1.学生欣赏老师的表演，引发对本课主

题的兴趣与关注，为本节课主题开展，

做有效铺垫。

2.在师生交流中，回顾关于古琴的相关

知识，为之后的新探究做铺垫。

活动二：鉴赏《流水》

1.结合音频，回顾《流水》中起承转合

的曲式结构

2.学生讲述故事背景：伯牙子期

3.教师指出时代背景：百家争鸣。学生

结合历史课所学，归纳这一时期的社会

特点。探究作品中“恃才人士期盼明主”

的情绪

1.初中阶段的学习，使得同学们对《流

水》的曲式结构和故事背景并不陌生。

老师稍加引导，便可以唤醒知识积累。

2.通过时代背景，带领学生把视角放到

“文人音乐”的单元主题中，了解作品

所蕴含的人文性——文人的豁达与寄

情山水

活动三：鉴赏《广陵散》（重点）

1. 教师从从旋律模唱、演奏手法引导

学生分析作品。

（1）鉴赏正声中的两个旋律片段“返

魂殉物”与“冲冠长虹”，学生阐述自

己对比聆听的感受；

（2）将“冲冠长虹”与《流水》“转”

的部分（华彩）部分做对比，初次感受

《广陵散》中的情绪多了一丝“杀伐之

气”

2.探究“杀伐之气”产生的原因

（1）背景原因分析（学生为主）故事

背景——荆轲刺秦王；时代背景——嵇

康入狱（主）

（2）琴曲背景（教师为主）：君弦与

臣弦一致

1.初中阶段对古琴基本演奏技法有所

了解，在大型的古琴曲中，通过总结和

拓展，加深这方面的演奏技法学习。

2.通过比较讨论，找出《广陵散》作为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首具有杀伐之气的

古琴曲的特别之处

3.通过探究杀伐之气产生的原因，学习

在“寄情山水”等文人情节以外，还有

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文人气节。学会

从时代性、人文性角度去理解作品的深

度与广度

活动四：总结（学生讨论总结，教师补

充说明）

1.总结琴曲特点

2.总结两首作品体现的不同的“文人情

致”

将感性的体验理性化。

将“文人情致”具象化。

课时二：

西出阳关

无故人

西出阳关无故人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活动一：复习导入

1. 学生回顾前一课时两首琴曲所表现

得文人情致

承上启下，前一课时的“琴曲”与《阳

关三叠》的“琴歌”以及“词曲音乐”

《扬州慢》都属于文人音乐范畴，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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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提出“文人音乐”分为“古琴音

乐”与“词调音乐”，其中古琴音乐又

分为“琴曲”与“琴歌”两种

生梳理单元教学的内容，并进行整合。

为接下来的学习铺垫。

活动二：鉴赏《阳关三叠》

1.回顾主题，进行第一段主题完整模唱。

教师分析五声调式，引导学生归纳调式

特点：音乐稳重大气，历史的沉淀感较

强

2.完整聆听作品，学唱片段，感受在合

唱音乐中“三叠＋尾声”的依依惜别之

情更为深刻

3.结合语文课本知识，了解作品背景：

乐曲产生于唐代，根据王维《送元二使

安西》谱写，属于“琴曲”

1.初中阶段的学习，使得同学们对《阳

关三叠》旋律并不陌生，不作为教学重

点，一带而过，目的在于分析“三叠＋

尾声”的曲式结构

2.提出“合唱曲”的概念，感受合唱音

乐的魅力

3.通过学科联动了解时代背景，学习

“琴曲”的概念。

活动三：鉴赏《扬州慢》

1.完整聆听，学生对比感受《阳关三叠》

与《扬州慢》在词曲结合上的区别，以

及反复段落的层次递进

2.教师提出“词曲音乐”，介绍“自度

曲”

3.教师展示曲谱，分析调式为七声雅乐

宫调式。

4.了解作品背景，感受作者在作品里表

现得“黍离之悲”

1.结合曲谱分析调式与音乐结构，掌握

五声调式与民族七声调式的知识点

2.了解“词曲音乐”，鼓励学生课后对

作品进行二度创作

3.结合时代背景，体会文人音乐中的悲

国之情

活动四：布置作业

1.完成“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反馈表”

2.按学习小组搜集整理“文人音乐”的

从西周开始发展的历史脉络；选择音乐

片段自主鉴赏

（可用 ppt格式）

将“被动学习”主动化，为第三课时的

拓展做铺垫。

课时三：

古韵悠悠

咏流传

古韵悠悠咏流传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活动一：拓展补充

老师针对第二课时结束后“学习目标达

成情况反馈表”进行知识点的补充与拓

展

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班型对前两课时教

学内容掌握情况以及学生感兴趣的教

学内容进行补充拓展。

活动二：课堂讨论

按小组以 ppt形式展示搜集整理的，有

关“文人音乐”发展的相关音乐知识以

及某个作品的个人音乐理解。

并在展示后按照“各小组学习成果互评

单”交流感受。

让学生自主地进行学习归纳与整理。通

过互评，增加课堂参与度，加深学生对

“人文音乐”音乐性与时代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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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总结归纳，指出文人音乐发展

的原因（学生为主，教师补充概括）

1.音乐文化发展的表现

2.统治者宣传弘扬的精神文化的表现

“文人音乐”从西周开始到宋元时期的

整个发展进行总结归纳

结合学生小组成果，进行归纳再教授。

用时间轴的方式，将资料更为具体的整

合。从多个角度、层面去了解不同时期

的文人音乐。提出“文人音乐”的发展

与社会时代的同步性。其实音乐就是一

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展现。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

活动四：十大古乐推荐 为那些对“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感兴趣

的同学指引自主学习的方向。

单元（或主题）学习效果评价及结果分析

传统课堂的教学大多是采用“教师问-学生答-教师终结性评价”的模式，教师成了

课堂评价的主导者。依据本单元的指导思想，也遵循了课堂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教师设立了两个评价单。如下所示。

1.第两课时教学后填写“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反馈表”

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反馈表

评价内容 评价目标
自我评价结果（等第）

A B C

对作品类型、结构

鉴赏的学习能力

针对四首鉴赏作品

1.对作品类型的了解（连线题）

2.对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体裁风格特征、作品结构、作品调

式的掌握（主观题）

《广陵散》大型叙事性琴曲；《流水》起承转合等

对作品中“文人情

致”总结的学习能

力

请总结归纳出四首作品中所表达的多样的“文人情致”：（主

观题）

1.《广陵散》是我国古琴曲中唯一具有杀伐之气的作品，表

达了嵇康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精神；

2.《流水》和传统古琴曲一样，寄情于山水，表达了文人宽

阔的胸怀；

3.《阳关三叠》中“三叠”的依依惜别；

4.《扬州慢》中的黍离之悲

所期待的拓展学

习方向

对四首作品在历史背景、曲式结构、演奏技法等方面，亦或是对“文人情致”这一主题，

还有哪些想要感兴趣，想要拓展学习的部分？（主观题）

实施建议
根据课堂学习目标达成进行自主的学习成果反馈。从基本达成（C）、较好达成（B）、

完全达成（A）三个层面进行星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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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课时教学中填写“各小组学习成果互评单”

各小组学习成果互评单

小组名称

不足（分历史梳

理与自我理解

两部分）

优点（分历史梳

理与自我理解

两部分）

建议（历史梳理

知识点补充、作

品分析鉴赏方

向的补充等）

其他组

自己组

3.评价结果及质量分析

通过“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反馈表”，学生可以更为直观的对知识点进行二次梳理与

掌握。教师则可以及时了解到不同班级的学生对实际课堂参与度与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同时，在第三部分的“所期待的拓展学习方向”中，教师可以准确地捕捉到学生关于作

品以及人文内涵感兴趣的方向。这不仅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也能更准确地对第三课时

的教学拓展内容进行“因材施教”的补充。

通过“各小组学习成果互评单”让学生在参与课堂拓展的同时，激发唤醒学生内心

的求知欲，以及对文人音乐的喜爱。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下去了解、感受丰富多样

的文人情致。逐步自主地、全面地去把握作品本身的音乐内涵以及对“人文音乐”知识

点进行系统的架构。在提高音乐鉴赏的水平的同时，建立完善的鉴赏体系。

课堂的主体始终都是学生，老师是音乐课堂的“催化师”，双方都应该在课堂中共

同进步。

本单元（或主题）教学特色分析(300-500 字)

一、音乐主题的整体性

本单元主题是“文人情致”。教学设计中紧紧围绕“文人音乐”与“情致”进行探

究。带领学生充分多层次地聆听音乐，并通过模唱主题、对比探究、背景探索、调式分

析等活动，了解作品的曲式结构、音乐要素的变化，感知作品的思想含义以及情绪。充

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参与课堂实践的积极性。每一个课时的主题紧扣“文人音

乐”的特质进行教授。单元学习结束后，学生对文人音乐的多样性均有了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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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落之间的衔接性

文人音乐分为“古琴音乐”与“词曲音乐”，而古琴音乐又分为“琴曲”与“琴歌”

等类型。单元课时的安排上，第一单元为“琴曲”教学，第二段为“琴歌”和“词曲音

乐”的教学。让学生在单元学习中，不仅对作品本身的人文内涵有所了解，对文人音乐

的分类也有所掌握。同时，考虑到第三课时的拓展是文人音乐的发展脉络。因此将教材

作品的创作时期也在前两课时进行教授，更好地进行课时之前的安排与衔接。

三、教学手段的丰富性

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听、唱、动、说、体验、探讨等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从实践

中自主的思考和探究。将理论知识和文化价值隐藏在了实践活动中。尤其是第二课时的

课后作业，以及第三课时的课堂反馈，完全将课堂以学生为主，培养了他们自主鉴赏音

乐的能力。

四、音乐课堂的育人性

本节课的重点，是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音乐课堂离不开育人，育人也离不开

教学。从文人音乐中来，到文人音乐中去。带领学生感受文人音乐气节的多样化，同时

也对文人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激发了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学习的热爱。教师

的教学目的始终紧跟引导并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

第 1 课时的学习目标及重难点

一、学习目标

1.通过鉴赏琴曲《广陵散》、《流水》，体会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音乐表现形式、听觉

特性和创作手法，并掌握鉴赏这类作品音乐性的视角与方法。通过了解两首作品的创作

背景与时代特点，学生能够自主总结归纳两首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类型的文人气节，提升

审美感知能力。

2.充分多层次地聆听音乐，并通过模唱主题、对比探究、背景探索、调式分析等活动，

了解作品的曲式结构、音乐要素的变化，感知作品的思想含义以及情绪。

3.知晓“文人音乐”的构成，对“琴曲”这一体裁有所掌握。体会《流水》中表达的寄

情山水、开阔的胸襟和《广陵散》中杀伐之气与刀光剑影。

二、重难点

1.学生能够理性总结归纳《流水》与《广陵散》作品中体现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人情

致”。即《流水》为代表的传统古琴曲意境高远，曲调平和，抒发古代文人寄情山水、

超然物外的思想感情，《广陵散》则是中国传统古琴曲中唯一具有“杀伐之气”的作品

2.学生掌握从琴曲定弦、故事素材以及创作背景等方面探究《广陵散》中“杀伐之气”

的形成原因的视角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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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时的教学过程

教学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

课前营境

教师表演弹奏古琴曲《关山

月》

提问：老师表演的是哪一种乐

器？关于这一乐器你们现有

的相关了解有哪些？

观看表演并思考相关问题
1.学生欣赏教师的表

演，引发对本课主题的

兴趣与关注，为本节课

主题的开展，做有效铺

垫。

2.师生交流中，学生主

动回顾关于古琴的相关

知识，老师补充归纳。

并针对学生知识储备量

安排接下来课时进度。
补充归纳学生对古琴的已学

知识内容。

回顾已学的关于古琴相关

知识。例如：七弦十三徽、

古代文人喜欢演奏等。

二、全课

导入：

“文人音

乐”

提问：什么是文人？哪一类人

可以称作文人？（学生讨论，

教师补充总结）

我国古代文人们以文字为媒，

吟诗作赋，歌咏大千世界，书

写真实情感。文人气质与情怀

世代传承。

结合其他学科知识积累，小

组交流总结“文人”所指的

人群以及风格特点。
学生小组讨论，结合其

他学科所学知识。明确

本单元的学习主题——

中国传统文人音乐，以

及探究文人音乐中所表

达的文人气质与文人情

怀。
介绍“文人音乐”

我国古代文人音乐分为古琴

音乐与词调音乐。古琴音乐包

括琴曲、琴歌等，导入本节课

的学习内容——两首琴曲。

了解掌握“文人音乐”概念

三、意境

高远

《流水》

（一）带领学生在回顾中鉴赏

古琴曲《流水》

完整聆听《流水》，思考：

1.作品的音乐结构可以分为几

段？

2.作品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学生讲述）

3.作品情绪风格如何？表达了

作曲家什么思想感情？（学生

阐述，教师引导补充）

思考讨论后得出:
1.音乐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

（初中已学，略加引导）

2.作品背后的故事是伯牙子

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3.作品意境高远、曲调平和，

表达了对友情的赞颂。

温故而知新。在总结回

顾初中所学知识的同

时，更加深入地体会《流

水》作为“文人音乐”

的代表曲目，其中所表

达的“期盼明主，寄情

山水，开阔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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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时代背景，了解作

品更深层次的内容

师：乐曲创作时期为“百家争

鸣”，结合历史分析这一时期

的文人处境？这种处境下创

作的作品会有什么更深层次

的思想内涵与人文底蕴？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

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

薄，并不终于所在的诸侯国，

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友谊倒

在其次，主要是故事背后的寓

意是认识期盼明主，遇到即是

美妙，难遇便是遗憾的共鸣。）

结合历史课所学，自主分析

在百家争鸣背景下，文人的

音乐创作人文情怀

四、千古

绝矣《广

陵散》

（一）通过故事情节感受“杀

伐之气”

观看视频，了解《广陵散》故

事背景：聂政刺秦王。

师：这个故事与《流水》的故

事背景有何不同？

总结：内容以“复仇”为主题，

儒家提倡“乐教”，也与“修

身养性”相违背。

生：《广陵散》的故事里多

了复仇与杀伐。情节更为跌

宕起伏。

深化情感体验。视频带

领学生回忆聂政刺韩王

的故事情节，在故事基

调下，对《广陵散》“杀

伐之气”有了最初印象。

(二）了解《广陵散》作品结构：

六个部分，“正声”里 分为

了 18 段，描写了聂政刺杀韩

王的整个故事过程。

跟随老师，了解作品结构

学习并掌握文人音乐作品

结构分析的能力。

对大型叙事性古琴曲的

结构有所了解

（三）鉴赏正声中的两个旋律

片段，思考片段中速度、情绪，

结合故事情节。

（1）“返魂殉物”

①展示曲谱，跟着老师唱谱

②哪一个音色？滑音。③结合

谱子和视频，分析节奏强弱以

及故事情节（舒缓、慢、弱；

缅怀沉思，沉郁悲愤；回忆父

亲被杀情景。）

（2）“冲冠 长虹”

①技巧：拨弦；剌（la）弦

②结合视频，分析（急促、强；

情绪不安、紧张，刺杀时的情

节。）

根据所学的关于古琴技法、

情绪变化的基础知识储备，

主动探究《广陵散》是如何

通过演奏技法、情绪变化来

讲述“聂振刺秦王”的过程。

体会“返魂殉物”中舒缓、

慢、弱；缅怀沉思，沉郁悲

愤；回忆父亲被杀情景。

“冲冠长虹”中急促、强；

情绪不安、紧张，刺杀时的

情节。

通过片段的鉴赏，引导

学生更加深入地将音乐

与故事情节相交融。教

学进行中，充分给予学

生回答问题的自主性，

教师扮演“引导者”的

角色。提升学生鉴赏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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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比聆听，引导学生自

己发现《广陵散》中杀伐之气，

提出“《广陵散》是中国传统

古琴曲里唯一具有杀伐之气

的琴曲作品”这一知识点

《流水》第三部分“转”与《广

陵散》“冲冠、长虹”对比，

感受两首作品在演奏技法、情

绪变化上有何不同？

都是乐曲的“高潮部分”，

结合演奏技法、情绪对比等

鉴赏能力，自主探究出《广

陵散》中所表达的“刀光剑

影、杀伐之气”

学生根据之前掌握的鉴

赏技能，多维度探究《广

陵散》与传统古琴曲在

音乐风格上的区别。教

师依据结论，带领他们

主动去想了解为何创作

这首“杀伐之气”的琴

曲。

（五）追溯琴曲创作背景中

的“杀伐之气”

1.提问：这首《广陵散》最后

一次在历史舞台上重现，就是

魏晋当代名士嵇康的行刑现

场。对嵇康以及魏晋时期的社

会背景有哪些了解？

2.观看视频。思考：为何嵇康

在行刑前要演奏这首作品？

（引导学生回答）

总结：描写的是弑君内容，不

符合封建礼教；表演的嵇康也

不愿为官，不屑于司马昭为

流。

结合历史所学，讲述嵇康—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首

《与山巨源绝交书》

等相关知识积累。

琴曲激烈，故事里有“弑君”

“复仇”主题，与儒家提倡

的“乐教”相违背等。

引导学生结合历史所

学，总结历史背景以及

嵇康生平，探究《广陵

散》中有如此的杀伐之

气形成的原因。为《广

陵散》所表达的文人气

节的总结铺垫

（六）提出琴曲本身的“杀伐

之气”

琴曲在定弦上将第一弦与第

二弦同音，在古琴的文化中，

第一弦代表了“君”第二弦代

表了“臣”，如此冲撞了君主

学习定弦上的“杀伐之气”

的表现。

自主理性归纳，“杀伐之气”

产生的各个原因

从音乐中来，归音乐中

去。故事的背景结合音

乐本身，通过学生自主

回顾教学内容，深刻体

会《广陵散》所表达的

文人气节

五、总结

提问：小组讨论，本节课所学

的两首琴曲所表达的“文人情

致”（学生发言，教师补充归

纳）

《流水》寄情山水、开阔的

胸怀，借对友情、知己寻觅

的渴望表达自己期盼明主

之情；

《广陵散》不畏强暴、宁死

不屈的复仇意志

呼应单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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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或主题）教学反思

学生对音乐要素感知的程度决定他们对音乐体验的深度。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理解音

乐要素与音乐情绪、音乐形象之间的联系，引导他们建立良好的鉴赏文人音乐的思路和

方法。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我还有以下两点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1.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

在第三课时拓展部分，学生们没有“知网”学习概念，通常只会通过百度等搜索引

擎去搜集资料并汇总。文化脉络很容易概括，却也通常只能浮于表面，对音乐的鉴赏更

多地停留在文字表述的层面。面对这种情况，我在后期的教学设计修改中，在课前增加

了各个时期的文人作品音频的添加。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喜爱的作品，结合前两节课的鉴

赏课经验积累，在历史梳理的同时，也可以对全新的作品进行自我理解的交流。

同时，整个单元的学习，尤其是第一单元的琴曲部分，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历史积累

与鉴赏能力。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接受能力和知识积累，在教学内容的丰富的前提下，

教师应该对教学内容主次的权衡以及教学重难点深度的挖掘做出一定的调整，因材施

教。对于知识储备较少的班级的同学，可以以老师引导为主，而对于历史知识丰富的班

级，应该更多的把课堂交给学生去自己总结归纳。

2.融合音乐文化，促进鉴赏内涵

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代文人是中华文化的继承

者与传播者。这一群体形成的文化自信、文化情怀无一不在音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前

两课时的教学设计很好的能让学生感受不同题材下文人音乐的多样性，这就要求老师在

第三课时的拓展素材总结中，更为全面、更为具体，在课堂交于学生的同时，也能快速、

准确的总结提炼学生搜集的资料，让他们在有限的课堂学习中，高效、全面地掌握并理

解不同时期背景下的“文人情致”。

教学设计参与人员

姓 名 单位 联系方式

设计者 王珂 江苏省溧阳中学 13775255208
实施者 王珂 江苏省溧阳中学 13775255208
指导者 朱凌怡 溧阳市教育局 1391585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