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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教育部组织专家团队着手研发“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以来，得

到了教育界广泛关注，其研究成果《深度学习 ：走向核心素养》一书中明确提出 ：深度

学习倡导单元学习。① 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也认为 ：教学变革要从教案开始，教案

变革的方向是把深度学习设计出来，让真实学习真正发生。② 反观我们的教学设计，大

多着眼于“教师的教”而非“学生的学”，存在教学过程的实施与教学目标的达成“两

张皮”现象。因此，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应善于从学生视角出发，思考“我要去哪里？

怎样去？我到那里了吗？”等问题，然后根据学生的“学”，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

怎样教？教到什么程度？”等问题。

钟启泉教授在《读懂课堂》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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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的确，指向核心素养的学习一定是深度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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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9 年版（以下简称“人音版”）《音乐

鉴赏》第十单元“新音乐初放”之《春游》一课为例，谈如何以单元教学视角开展音

乐教学设计。

单元意识观照下的音乐教学设计

—以“新音乐初放”之《春游》一课为例

  潘丽琴、陶玟希

Music Teaching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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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读教材内容，立足单元教学

“梳理教材”“吃透教材”这些老生常谈的观点，

无一不在提醒教师要明确教材思想、研读教材内容，

才有可能设计出基于单元内容的教学案例。目前，教

师更多的是“就教材教教材”“就作品论作品”，他们

看到的是知识点，想到的是如何让学生了解、理解教

学内容 ；其教学设计也是从“怎么教”入手，更多的

是关注如何导入、难点怎么解决、怎样拓展等问题。

如果教师能提高站位，站在单元设计的角度，眼中

看到的是单元教学，心里想到的是学生通过学习音

乐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那么其教学设计一定会是上通核心素养、下达知识

与技能的。

在对该课进行教学设计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研

读教材内容。“人音版”《音乐鉴赏》主编杜永寿在

教材解读中谈道 ：上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下篇

以点穿线、点线结合。④ 下篇从“文人情致”“新音乐

初放”“光荣与梦想”三个单元出发，描画出中国古代、

近代、现当代的音乐历史发展线索。在第十单元“新

音乐初放”中，“学堂乐歌”部分介绍了 20 世纪初

以追求富国强兵、崇尚科学民主为诉求的中国近现

代校园歌曲 ；“人民音乐家”部分介绍了聂耳和冼星

海两位音乐家及其代表作。整个单元的时间轴，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延续到近代，其中的《祖国歌》《春

游》《金蛇狂舞》《黄河大合唱》等作品犹如一颗颗

璀璨的珍珠，串起近现代校园歌曲、器乐作品、声

乐套曲之线，使之成为一串夺目的“项链”。教师在

研读教材内容之后，如果仅从单个作品的角度去教

授知识与技能、分析作品的话，那么其意义和站位

都会相对较低。如果能站在中国音乐史的时间纬度

上设计整个单元的教学内容的话，学生就能更好地

感受“学堂乐歌”对我国近代音乐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理解上述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笔者循

着佐藤学先生以“主题·探求·表现”为单位的“登

山型”课程⑤，初步构建了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见

图 1）

新音乐初放·经典咏流传

① 了解学堂乐歌代表人物及

其优秀作品

② 了解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聂耳及其代表作

① 学唱《春游》《问》等歌曲

并尝试编创

② 感受并体验《金蛇狂舞》的

创作手法

③ 理解并探究《黄河大合唱》

的表现形式

① 经典代言人：回顾并介绍

本单元经典作品及其作曲家

② 经典传唱人：演绎歌曲的

“前世”“今生”

→
→

→
→

→
→

欣赏·分析
新音乐初放

感受·体验
传唱与编创

展示·评价
经典咏流传

→ →

图 1　“新音乐初放”单元整体设计

该设计以“经典咏流传”为主体，从任务出发，

以情境为抓手，通过“欣赏·分析”“感受·体验”“展

示·评价”三个维度，让学生在活动、合作、探究的

学习中逐级上升。同时，又使其思维和能力在犹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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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般的梯度学习中得到训练和提高。

二、基于学生学情，明确教学目标

如果说研读教材内容、立足单元教学是有效教学

设计的前提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分析—“基于学

生学情，明确教学目标”，这是有效教学设计的基石。

成尚荣先生在《儿童立场》一书中谈道 ：“进行教学

研究首先要进行儿童研究，应当坚定而勇敢地将儿童

研究与课堂教学合二为一。”⑥ 单元意识观照下的音乐

教学设计一定要基于学情，在确定了“新音乐初放”

这一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后，我们应把目光投向具体

课时，思考通过学习《春游》一课，使学生在本单元

学习进程中获得哪些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素养？而这

些素养反过来能否推动本单元的学习向高阶思维深处

发展？

在考虑“学生的学”的基础上，笔者提出要开启“以

终为始”的思维模式，即从预期学习结果开始进行逆

向思维，先明确预期目标 ：学习这个音乐作品的教学

预期是什么？学生已有哪些“储备”？需要哪些知识

与技能？可以通过哪些教学活动获得？为此，教师需

要教哪些内容？如何用最恰当的方法展开教学？哪些

教学材料最合适？……这是教师“扪心自问”的过程，

也是“倒推”的过程。只有通过“以终为始”的逆向

设计，才能寻求教学设计的最佳路径，才能在单元目

标的基础上确定课时教学目标。根据上图的单元整体

设计，笔者设计了《春游》一课的课时教学目标 ：

1. 能够在赏析、学唱《春游》中感受词曲创作特

点与意境表现的高度融合，初步认识作品的艺术价值

和社会价值。

2. 知道学堂乐歌，了解李叔同及其代表作品。

3. 学生能在聆听、编创中感受不同风格的《春游》，

逐步提高对经典作品的欣赏水平与创新能力。

这样的教学目标更具体，更贴近教学，也便于教

师理解和操作。以三维目标为显性框架，适度融合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能够使学生在赏析、学唱中感受词

曲的创作特点和意境表现，有兴趣参与《春游》编创

体验，达成对音乐审美的感知和文化素养的理解，并

将艺术表现素养融入其中。最终，真正实现让学生成

为“经典咏流传”活动的“代言人”和“传唱人”。

三、精选教学内容，铺设教学脉络

分析学情、明确教学目标犹如师生在同一辆车上，

确定了要往哪里去及要学什么，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便

是怎么到那里、如何去学。即精选教学内容，铺设教

学的脉络图。

在《春游》一课中，笔者以探访《春游》的“前世” 

“今生”作为主线展开教学。在“前世”的《春游》

赏析中，铺设了词“韵”→曲“情”→新“意”的

学习通道。通过朗读歌词，使学生自主体验并探寻

歌词的韵律、起承转合的结构及歌词所表现的清新、

淡雅的诗意景象，从词“韵”中感受歌曲的文学性。

教师紧扣音乐要素，带领学生分析歌曲的创作特点，

如节拍、节奏、旋律的创作手法等，使其从曲“情”

中感受歌曲的音乐性。紧接着，播放《春游》合唱版

的音频，让学生感受、体验、聆听、赏析我国最早

的三声部合唱的样貌，从而认识其意义所在，并进

阶至“今生”的《春游》。针对这一点，笔者设计了

“学习李叔同的创新精神—编创《春游》”教学环节，

让学生分组探讨，自由改编节奏、速度、节拍、歌词

等内容。实践证明，放手让学生编创的效果是令人惊

喜的。有的小组编创了第三声部的节奏，改变了第二

声部音符的时值，并用“阿卡贝拉”的形式表达出来；

有的小组通过改变歌曲速度，从而变换歌曲的风格 ；

也有的小组编创了新的歌词。可见，当我们把“学”

放在中心位置的时候，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及再次演

绎时的思维深度和课堂呈现的效度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游》的“前世”“今生”

教学设计之初，学生已在小学阶段学过该作品，熟悉

作为单声部歌曲的《春游》，但是对作为三声部合唱

的《春游》却是比较陌生的，这就涉及学生的“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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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在设计教学时，往往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

把握都是从教师的“已知”到“已知”，而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学习和掌握则是从“未知”到“有知”，从“已

知”到“已知”易，而从“未知”到“有知”难。这

就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提出了新要求，即教学设计的起

点要“锚定”在学生的“已知”上，让学生的学习从

“已知”到“有知”。这就是为什么本课的教学从单声

部歌曲开始唤起学生的已有经验，再“攀登式”过渡

到三声部合唱的赏析及后面的编创环节，这样的路径

更能体现“单元建构的逻辑和系统性。”⑦

四、围绕真实问题，创设教学情境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罗滨校长曾在题为

“通过成果转化促进深度学习”的经验分享中谈道，

要实现深度学习，其学习活动一定要有真实情境、

问题驱动并指向深度思维。《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

准（2017 年版）》中要求 ：应有意识地从学生生活

经验和知识积累出发，引导学生通过音乐感知和艺

术表现等途径，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音乐艺术的人

文内涵。⑧

首先，要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在“新音乐

初放”单元学习中，笔者设计了“经典咏流传”这

一情境，其创意来自中央电视台近年举办的大型文

化类节目，即通过传唱和演绎经典，为观众解读经

典背后的文化内涵。针对《春游》一课，教师设计

了如下的探究问题 ：

拓展 1

现在你站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的舞

台上，参加“李叔同先生 140 周年诞辰”专题活动。

作为一名经典传唱人，你将如何向全国的观众介绍李

叔同先生呢？

该情境任务是在学生了解了《春游》的“前世”“今

生”后提出的，当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再提

出真实的、典型性的、匹配度高的问题，并凸显以学

生为中心，这样能更容易使学生理解其意义。（见图 2）

图 2　《春游》赏析思维导图

其次，要善于发现综合性问题。本课的导入部分，

教师设计了“看图选乐”环节，在出示丰子恺的漫画

《春游》的同时，播放《春游》和厦门六中演唱的《送

别》的音频，请学生结合画面的“图像识读”，为其

选择音乐。这样既让学生感知了李叔同和丰子恺浓浓

的师生情，又提高了其运用综合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课的总结环节，教师说道 ：“我们通过《春游》这

一作品了解了李叔同先生在音乐上的造诣，其实他一

生从事了多方面的艺术活动，建议同学们课后多了解

一下他其他方面的艺术作品。”整堂课首尾呼应，有

总结、有提升，更好地体现了“只有在学科教学中渗

透综合知识，提高学生运用综合知识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保证学生获得正确、立

体的知识”⑨。

五、关注学业质量，指向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基本理

念部分中提出，要“立足核心素养，完善评价机制”⑩。

在学业质量水平中，对《音乐鉴赏》必修课程有水平 1、

水平 2、水平 3 的质量描述。钟启泉在《课堂研究》一

书中谈道 ：目标、教学、评价三位一体的状态 — 整

合性，应成为“单元设计”最重要的指标。⑪ 其教、学、

评一体化指向的是有效教学，在于目标的达成，在于学

生学习结果的质量，在于何以证明学生学会了什么。

在《春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断地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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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融入教学，不断寻求探究式音乐课堂。本课的拓展

延伸环节，教师还设计了一道拓展题。

拓展 2

学堂乐歌大多是以现成的曲调填上新词。你不妨

也试一试，用你喜欢的曲调，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填上一段新词。

这样设计的要义在于 ：通过拓展 1 中“经典传唱

人”的实践，使学生进一步增加编创《春游》的学习

兴趣与热情，同时又创设问题情境，围绕特定的主题，

将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发挥

的作用不是“教”，而是促进对话的提问，是和学生

平等地参与探究，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学以致用”“以

用为本”，从而引导学生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创

生过程，并将其引申到“经典的传承与创新”上。这

样基于探究的学习，需要学生通过自己的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去认识、理解和获取主动地构

成欣赏音乐作品的方法，提炼出自己进行音乐表现的

方式，由此来提升音乐核心素养。

教师在设计本课教学时，应将评价贯穿其中，通

过教学组织和教学过程，采用多种方法，对应教学目

标，以体现学业质量水平的要求，即关注过程、凸显

要点。在此列举一二 ：

质量描述 教学设计 水平

在聆听音乐过程中，能保持安静及

专注的听赏状态；能感受所听作品

的情绪、风格等基本特点（素养 1、3）

  看图选乐 1

知道中外音乐史上有代表性的音乐

家及其代表作（素养 1、3）；

熟悉所听作品的音乐主题，并能随

着音乐哼唱（素养 1、2）

  认识李叔同；

“ 前 世 ”的《春游》

 —词“韵”、

  曲“情”、新“意”  

1

在欣赏作品时，能对音乐形式与

表现内容的关系进行有意识的探究

（素养 1、3）

“今生”的《春

 游》—歌曲编创；

 学习任务单—

 拓展 1、拓展 2

2

融合学业质量水平的教学设计是检验该教学活动

是否有效的过程，教师只有关注到这一点，才有可能

聚焦教学目标，设定“分步走”的小目标。同时通过

教学过程，判断大部分学生是否已达成目标，并以此

作为有效教学的观察站。

教学设计正如一条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

价之路，其设计和实施的过程正如攀登者一般，是师

生结伴而行、活动体验的过程。因此，单元意识观照

下的音乐教学设计，是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必由

之路。以单元教学为基础进行音乐课堂教学，是音乐

教师的应然选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吾期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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