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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教学改革是以培育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进而优化音乐课程结构、提升教

学质量、促进深度学习真实发生。近年来，中小学音乐学科积极推进“单元整体教学”，

改变以往教学中“就作品教作品”“整体目标意识薄弱”等教学现状。本文所指的“单

元活动”，是基于单元整体教学的框架，为了达成单元教学目标，聚焦单元重点、难点，

培育核心素养，围绕单元主线而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实践活动。

所谓“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内在驱动，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深入探究问题、

解决问题、推动学生向高阶思维发展的深层次、探寻式学习。一方面，深度学习具有注重

批判理解、强调信息整合、促进知识构建、注重迁移应用、面向问题解决等五大特征。另

一方面，在强调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当代教育背景下，深度学习理念和落实核心素养的理

念不谋而合。《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提出 ：“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学科

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核心素养”的构建是从知

识积累到探索运用，是“认知—了解—运用—内化”的过程。由此可见，深度学习理念和

落实核心素养的理念都是以能力培育为目标，强调实践探索，注重提升学科的综合素养。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选取“人音版”小学音乐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四课“春天的歌”

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同时，探索基于深度学习视角下的小学音乐单元活动设计，以展现

小学音乐课堂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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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当下中小学音乐教学中以单一知识、技能为教学目标的“碎

片化”教学模式的问题，近年来中小学音乐教学开始倡导单元整体化教学。这种

在深度学习视野下的小学音乐单元活动设计，是基于单元整体教学的框架，以培

育音乐核心素养为目标导向，强调探究式学习的一系列音乐实践活动设计。本文

以“人音版”小学音乐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四课（单元）“春天的歌”为例，尝

试从活动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探讨深度学习视角下的单元活动设计策略，以探

索小学音乐教学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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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活动的界定与研究背景

（一）单元活动的界定

《中小学音乐单元教学设计指南》中指出 ：“单元活

动是为了达成单元教学目标，聚焦单元内容重点，突破

单元学习难点，从而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实践活动。”

本文所指“单元活动”，是基于音乐教材中的自然单元，

并围绕单元主题线索撰写的活动设计。“人音版”小学

音乐教科书以“平行式”的人文主题为线索编写单元内

容，并在各年级、单元间贯穿“螺旋递进式”的音乐知

识与技能。本文中“单元活动设计”的概念，有别于单

一、零碎、单课时的活动设计，是以教科书中的自然单

元为主体，在充分理解、分析教材的基础上，以单元教

学设计为依托，围绕单元人文主线，提炼单元核心学习

内容，并依据课程标准、学生学情设计一系列循序渐进、

相互贯穿的单元音乐实践活动。

（二）单元活动的研究背景

1. 传统音乐活动设计的问题

在过去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多以单课设计和实施

为基础，缺乏对单元的整体规划。以“人音版”小学

音乐教科书为例，每个单元有 4—5 首音乐作品，教

师需要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对课时进行合理的安排和

整合。实际上，大多数教师虽然了解每个单元的教学

内容，但对单元的核心内容往往把握不准确，对教学

目标也往往没有规划，多数情况下只是“就课论课”，

课时与课时之间缺少关联，导致学生获取的知识碎片

化，而缺乏关联性和迁移性 ；教师在设计音乐活动时

常常随意性较强，习惯直接从教学手段、方式等具体

细节入手，没有从单元整体的角度出发，更不清楚每

项活动在单元目标实施中的意义。同时，活动要求也

不清晰，经常出现“合作探究”流于表面，“课前”“课

后”活动成了一纸空话等现象。

2. 单元整体教学的推进

基于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深化课程改

革的需要，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

的引导下，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中小学音乐学科自 2014

年起启动了单元整体设计的研究，倡导基于单元规划、

聚焦单元目标的整体教学。即通过单元整体教学，从

教授单一、零散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观念，转向系统性、

整体性的，指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理念。在此背景下，

全国的中小学音乐学科也逐步开始倡导单元教学模式。

二、深度学习视角下的单元活动设计策略

笔者认为，单元活动设计应依托于单元教学设计，

把握单元重点内容，围绕单元人文主线，在单元整体

目标的指导下，将活动融汇于教学环节之中，让活动

的开展指向预定目标的达成。“单元教学设计”有别

于一般的单课题教学设计，需要体现各个音乐活动是

如何融合在整个单元教学中，并关联前后之间的活动。

这就要求单元教学设计要有整体的目标构架，单元课

时要注重关联性和整体性，为学生深入探究、深度学

习孕育温床。

“深度学习”强调的是一种探究式学习，由学生

内在驱动进行思考、探究、体验、实践与解决问题，

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即有实效、有意义的主动

学习。笔者所设计的“春天的歌”单元活动，是基于

课程标准和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以教科书安排的歌

曲《春天举行音乐会》和《嘀哩嘀哩》，以及两首中

外欣赏乐曲《春》和《杨柳青》为学习内容，依托单

元教学设计，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出发设计的。下面，

笔者将分别从活动内容和活动评价两个方面，分析如

何进行深度学习视角下的单元活动设计。

（一）探究为主、逐层深入的单元活动内容

1. 探究为主的单元活动

“春天的歌”这一课共涵盖 4 个课时的内容，以“歌

唱—欣赏—歌唱—欣赏”为课时顺序，以“探寻春天的

印记”为情感主线。据此，笔者设计了课前探索、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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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课后延伸三部分活动内容，共包含 12 个音乐活

动，每个课时活动间贯穿“情感主线”、“要素主线”和“文

化主线”，并以螺旋上升递进的方式展开活动。该课按

活动的组织形式可分为自主探究活动和小组合作活动，

其内容基于“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

三个核心素养领域进行设计，并通过探索音响、编创歌

词、节奏感知、亲子互动、音乐编创、律动表现、歌唱

表现等方式，让音乐回归生活。即，引导学生在音乐探

究和实践中获得素养的提升，感受音乐与生活密不可分

的关系 ；让学生在活动中不仅能夯实知识，还能提升音

乐创造能力和协作能力，并激发感知美、创造美的能力，

最终达到提升学生音乐综合素养的目的。

例如，在“找春天”“音的长短”活动中，使学

生依托已有节奏认知的基础，走进自然、走进生活，

探索身边的声音，记录声音和节奏，并对节奏的疏密

进行归类，在探究式的学习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掘

音乐学习的本真，懂得音乐源于生活的道理。再如“享

春天”活动，在对三种人声音色认知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开展家庭互动活动，与长辈互教一首关于春天的

歌并录音，然后说一说对方音色的特点，再填写活动

手册，进而让学生对人声音色有更深入的理解。

2. 逐层深入的单元活动

“春天的歌”单元活动的分层设计，体现在难度

分层和内容分层上。其中，难度分层是以学生为本进

行难度系数分层设计，即每个活动分为难和易两个层

级，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难度系数，并

完成相应的活动要求。通过难度分层，使每个活动有

了弹性伸缩的空间，不仅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因能力差异而无法

完成活动的问题。

本单元活动设计在内容方面也有分层。从表 1 中

的活动类型来看，在核心素养框架下，遵循学生认知

发展和能力生成的规律，设计了体验型、表现型、创

造型和理解型等不同的活动，引导学生以多维度、多

元化的方式进行活动体验和探究学习，在“体验—表

现—创造—理解”层层深入中获取知识的构建和综合

素养的提升。从表 2 中的“三条主线”来看，学生的

情感获得、技能习得，以及文化理解是在 4 个课时中

有层次递进的。

例如，要素主线中对节奏的学习，是从“找春天”

活动入手，让学生在探索生活的音响中发现不同的声

音和节奏，在“音的长短”活动中进一步探索生活中

节奏的疏密，再到“戏春天”活动中对作品的节奏进

行编创，最后在“春之韵”活动中理解节奏对作品风

格的塑造作用，从而生成自主分析作品、理解作品的

能力，最终达到“深度学习”的效果。再如，在文化

主线中，从“画春天”“舞春天”活动入手，充分参

与音乐体验、感受小提琴协奏曲《春》描绘的画面，

再到“春之韵”活动，从速度、节奏、情绪等角度对

比二胡曲《空山鸟语》和小提琴协奏曲《春》风格的

不同，最后在“春天的旅途”活动中，上升到对中外

音乐风格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从而实现从作

品分析到人文理解的“深度学习”。

表 1 “春天的歌”单元活动内容表

核心素养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 核心目标

审美感知 体验型活动

找春天 自主探究 探索音响

音的长短 合作探究 探索节奏

画春天 自主探究 要素感知

享春天 合作探究 听辨人声

艺术表现

表现型活动

颂春天 合作探究 演唱表现

舞春天 合作探究 律动表现

奏春天 合作探究 演奏表现

戏春天 合作探究 要素改编

创造型活动

春天里的

作曲家
自主探究 旋律编创

戏春天 合作探究 要素改编

文化理解 理解型活动
春之韵 自主探究 风格理解

春天的旅途 合作探究 音乐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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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条主线”递进表

课时 课题 情感主线 要素主线 文化主线

第 1 课时 《春天举行音乐会》 热爱春天 感知要素 音乐与生活

第 2 课时 《春》 热爱生活 探究要素 探西洋之春

第 3 课时 《嘀哩嘀哩》 热爱家人 要素改编 音乐与生活

第 4 课时 《杨柳青》 热爱民族 理解作品 探民族之春

（二）趣字为先、指向明确的单元活动评价

若要让单元活动最终达成预定教学目标，还需要

真实、有效、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并将其融入单元教

学和单元活动的全过程。这是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诊

断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深

度学习”的重要依据。 

1. 趣字为先的单元活动手册

从小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出发，单元活动的评价

应关注趣味性和实用性。在“春天的歌”这一课的活

动设计中，“课前探索”和“课后活动”环节是需要

学生在课外时间完成的，因此“活动是否完成，活动

如何完成，完成的效果”便成为评价要聚焦的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在单元活动设计的基础上，为学

生制订了趣味性强的单元学生活动手册，涵盖了每个

活动的指导说明和课时评价。该手册在“畅游春天王

国”这一主题下，分别以收集春天的“花朵”“雨滴”“彩

虹”“树叶”为每个课时的评价主线，最终获取“春

之印章”，并设计了“盖章区”。手册的使用让单元活

动的实施能够落到实处，让学生的探究过程有的放矢、

有迹可循，促进了“教学—活动—评价”一致性的实现。

2. 指向明确的单元活动评价

“春天的歌”单元活动评价是融入学习过程中的，

是在课前、课中、课后活动中一以贯之的形成性评

价，包含自评、互评和师评三种评价主体。“指向明

确”主要体现在每个活动都有由易到难的评价标准，

并指向具体的能力目标。例如，“画春天”的活动评

价标准是围绕对作品“音乐表现画面”理解这一目标

进行的，第一层级是“跟随音乐模仿画出图谱”，即

“模仿感知”；第二层级是“跟随音乐用简单的线条自

主设计图形谱”，即“运用创造”；第三层级是“跟随

音乐自主设计图谱，能够体现节奏和旋律走向特点”，

即要求在理解音乐要素的基础上进行“运用创造”，

这就对理解作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层的要求。通过指

向明确的评价，使评价过程真正达到检验目标是否达

成的意图，促进学生向自主学习、深度学习蜕变。

三、小 结

综上分析，基于课程标准的小学音乐单元活动实

践，其实就是落实音乐核心素养、实现审美育人的实

践，是有层次、有规划、有梯度地培育音乐素养的实践。

为了更好地促使学生从“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变，

在设计单元活动时应关注单元主线的整体性、单元目

标的准确性、活动内容的探究性和活动评价的有效性，

让活动真正立足于教学、服务于教学，让学生不再接

受断层、破碎的知识，走向核心素养、终身能力的培育。

但在仍以单课教学的课程实施为主的现阶段来说，设

计单元活动对音乐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教师

对教科书有更深入的理解，有整合教材的能力，有高

层次的理念站位，从而实现知识体系的再构建。本文

涉及的案例只是笔者的一次探索尝试，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探索基于深度学习视野与单元活动融合的小

学音乐课堂新样态，还需要长期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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