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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 荞 的

音乐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践

〇景虹霞

摘 要 ： 基于核心素养的音 乐单元设计是根据一定 目 标和主题有机进行教材的 重组 ， 强调知识

的 习得 ， 结合学生 的 生活经验 ， 通过实践理解和掌握知识点之 间 的 内 在逻辑 ， 并能加以

运 用 ，
以便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知识 ， 获得音 乐 学科特 色 的综合表现能 力 和 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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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４ 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中提 出 ： 教育部将

组织研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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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和关键能力 。 而 中 小学是按学科进行教

学的 ， 故核心素养也就要分解和体现到各学科核

心素养之中 ， 否则 ， 核心素养就无法落地 。 而音乐

学科是
一

种人文课程 ， 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 它把学

生音乐 能力和人文素养 的整合发展作为总 目 标 。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 掌握知识 的多少 己经不是最

重要的 ， 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 的 。 所 以 ，

基础教育 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 更重要 的是

让学生掌握学 习 的方法 ， 培养终身学 习 的愿望和

能力 。

华东师范大学钟 启 泉教授 曾经说过 ：

“

给
一

线

教师
一

个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设计 ， 就
一

定能撬

动课堂
”

。 这表明单元设计在课堂教学 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 我在 以前的教学设计 中 ， 大多是 以教

材章节为基本单位 ， 知识间缺乏关联性与迁移性 ，

常常忽视 了 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 ， 不利于学生对

知识点之 间 的 内 在逻辑进行真正理解和 掌握 ， 对

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常存在 困惑 。 而基于核心素养

的单元设计则是根据
一

定 目 标和主题有机进行教

材的重组 ， 强调知识的 习 得 ， 通过实践理解和 掌握

知识点之间 的 内在逻辑 ， 并能加 以运用 。 引 导学生

通过音乐学 习 获得有音乐学科特色 的综合表现能

力 ， 如感知 能力 、情感体验 、 实践能力 、 审美情趣 、

艺术表现 、文化理解等 。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尝试将

《金蛇狂舞 》和 《丰收锣鼓）〉作为
一

个整体单元来进

行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践 。

一

、 阅读教材 ， 合理整合

教育评价领域享有盛誉 的格兰特 ？ 威金斯和

杰伊 ？麦克泰格在 〈〇ｉ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中指 出 ：

“

关注学生理解的单元模板 ， 对教学 内 容不局限于

特定 的主题 内 容 ， 而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

”

单元

教学设计不是单纯 以章节作为教材单位 ， 而是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
一

定 的 目 标和主题模块来构成教

材单元的
一

个单位 。 教师根据不 同 知识点 的教学

需要 ， 对某
一

章或者某
一

单元进行设计 ， 并综合采

用相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 。 学 习 者通过
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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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的学 习 可 以掌握相对完整的单元性知识 。 这

就需要教师对课标和相关 的 文本有敏锐的捕捉力

和新的理解力 。 著名 音乐教育家廖乃雄认为 ： 给予

学生什么 样 的
“

粮食
”

或者
“

主材
”

， 这是音 乐教育

和教化的决定 因素 ， 吸收什么 营养对人的成长起

到决定作用 ， 生命离不开营养 ， 教育也离不开教

材 。 从这段话可 以看 出 ， 选择教材 内 容的重要性 。

教师根据课标要求 ， 深入理解教材 ， 将新 旧 知识进

行链接 ， 并与其他单元的教学 内 容穿插编排 ， 形成

结构化的 ， 有关联逻辑的学习 材料 ， 更有利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 。

民乐合奏 曲 《丰收锣鼓》 是来 自 苏少版七年级

下册 的
一

首欣赏 曲 目 ， 作 品具有浓郁 的 山 东 民 间

音乐特点 ， 表现了人们庆祝丰收时锣鼓喧天的欢

乐场景 。 在聆听的过程中 ， 我不 由得想到 另外
一

首

来 自 七年级上册 的 民乐合奏 曲 《金蛇狂 舞 》 ， 通过

聆听两首作 品和文本的 阅 读 ， 发现二者之间 是相

互关联 ， 在知识点上是有层次递进关系的 。 相 同 点

是这两首乐 曲 都有激越的锣鼓特色和 螺蛳结顶创

作手法的运用 。 不同之处是 《丰收锣鼓》 表现 了 劳

动者丰收时 的喜悦之情 ， 而 《金蛇狂 舞 》 表现 了 赛

龙舟紧张而欢腾的热烈场面 ， 具有南北乐 曲风格

的对 比性 。 所 以我尝试通过打击乐为 串线作为
一

个整体单元来设计 。 结合文本与音响 ， 引 导学生通

过龄听打击乐节奏 、 自 制打击乐 器 、 创作节奏 、 合

作演奏等 ， 从感性认识入手 ， 设置基本 问 题 ， 加深

对知识点及技能的理性认识和对音乐 相关文化的

认可 ， 将课堂变成学生探究 、合作 的天地 。

二 、 基于素养 ，
确定 目标

上海市特级教师席恒认为 ：

“

音乐教学单元设

计并不是与教学 内 容相分离 ， 有关音 乐教学单元

设计都是根据不 同学龄阶段的学生 、 教学 目 标 、 教

学 内 容 以 及实 际 学 习 情况来进行有 效 的 单元设

计 。

”

而基于核心素养理念的教学不仅仅要关注学

生对具体知识点和技能的 掌握 ， 还要 以此为基础 ，

关注他们的 自 身发展 ， 强调 个体的综合力 。 音乐教

学不能仅止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 还应该注重对

学生整体综合素养的培养 。 教学 目 标的设计指 引

着这
一

堂课最终去 向何方 ， 如果缺少对教学单元

目 标的合理设计 ， 音乐教学将 只 是停留在对音乐

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上 。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 的音乐教学单元设计应结

合学生的生活体验 ， 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接

受 ， 使每
一

节课都有 内在 的乐趣 。 首先我认为这两

个音乐作 品 都是在表现人们 的生活与情感世界 ，

通过打击乐相关知识的学 习 和表现来帮助学生建

立起音乐与文化 、 音乐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的认识 。

其次构建有创造力 的课堂 ， 为学生打开创作 的 大

门 。 比如探索 〈洽蛇狂 舞 》 的音源音效 ， 用 自 制打击

乐器为作 品伴奏 ； 通过打击乐 固 定节奏型和叠加

方式的演奏去理解 《丰收锣鼓》 ； 在掌握 多种演奏

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讨论 、 比较 、尝试等创造 自 己认

为合适的 节奏型和演 奏方式来表现场 景 与情绪 。

最后确 定的教学 目 标为 ： １ ． 从 比较聆听 、 感悟体

验 、 创造应用 的 角 度来鉴 赏和理解 《丰收锣鼓 》 和

《金蛇狂舞》 。 ２ ． 紧紧抓住打击乐器这
一

线索 ， 走进

二者的文化背景 ， 能初步建立音乐与 文化的 内 在

统
一

的联系 。 ３ ． 能积极探索音源音效 ， 自 制打击乐

器 ， 运用适当 的创作方法创编节奏谱 ， 在与他人 的

合作 中 自 信表现音乐 ， 提高音乐 的 审美能力和创

造力 。

三 、立足学生 ， 设计活动

钟启 泉教授认为 ：

“

教学单元设计不是单纯知

识点 的传输与技能训练的安排 ， 而 是教师基于学

科素养 ， 思考怎样描绘基于
一

定 目 标与主题而展

开探究与叙事的活动 ， 目 的是为 了 创造优质 的教

学 。

”

从单元编制 角 度讲 ， 传统的教学是 以
“

目

标——达成——评价
”

进行阶梯式的单元设计 ， 而

核心素养培 育理念下 的 音 乐 教学单元设 计 则 以

“

主题 ？探宄 ？表达
”

的思路为主 。 通过 比较我们不

难发现后者更注重学生主体在实践教学 中 的参与

度 ， 关注通过探究实践唤起学生的怙感体验 ，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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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感性经验 ， 使他们能从感性入手 ， 加深对知识

点及技能的理性认识 ， 最终学会用 自 己的方式去

表达对音乐的感悟和认识 。

七年级学生对于节奏的把握有所提高 ， 但 由

于逐渐进入青春期 ， 在参加活动时存在羞涩感和

表现欲之间 的矛盾心理 ， 为此我从培养学生 的兴

趣入手 ， 围绕教学 目标设计 以下教学方式 。

探究 表达

了 解打击 乐 器
自 制打击乐 器

探寻音 色差 务

即兴演奏２拍子的 节 奏型

螺辨結顶的创作手法 尝试娜Ｍ＊的 节奏谱 对答式的合作表演

作品 中 的节春特点 展开 想象
，

抑景的统
－

镆拟节紹 节春《

表现音 ￥ 情绪的层次性 尝试偶 节奏 、 說妙等 多 种表 分小组在 （丰收９鼓 》 中 创

现手段 ？ 造性 的合作表现

以上表格体现的设计意 图是尽可能把更 多 的

时 间交给学生 ， 让学生学会思考 、 探宄 ， 在合作 中

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去表现音乐 。 同 时通过在 多元

化的开放式评价 中学会互相倾听 、 互相欣赏 、互相

鼓励 、互相学习 。

基于核心素养的音乐单元教学设计强调 以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导 向 ， 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 、 乐于

探究 、 勤于动手 ，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 的能

力 ， 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 。

作为教师 ， 如何根据课标要求和学情合理安排教

学 内 容 ， 通过什么方式让学生去获得 ， 常常是我所

思考的 。 此单元设计只是我的
一

个尝试 。 我相信 ：

一

次经历就是
一

次进步 。 更相信雷夫老师的
一

句

话 ： 过程即是
一

切 。 让我们在音乐教学的道路上勇

于尝试 ， 携手前行 ，

一

路欢歌 ！

景虹霞 江苏 省丹 阳 市 华 南 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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