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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理 解 的 音 乐 单 元 教 学 设 计

——以 《小
“

鬼
”

当 家 》单元为例

■ 沈 鑫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一

书 中提到 ： 传统教学设计存在两个误 区——聚焦活动 的教学

和聚焦灌输的教学 。 那么 ， 人文主题的单元教学设计该如何教学呢 ？ 笔者 以追求理解的音乐

单元教学设计为视角 ， 以 《小
“

鬼
”

当家》单元为例 ， 谈几点思考 。

一

、 确定预期结果——概念 引领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是格兰特 ？威金斯和杰伊 ？麦克泰乐提 出 的 Ｕｎｄｅｒ ｓ ｔａｎｄ ｉ ｎ ｇｂ ｙＤ ｅ
－

ｓ ｉ ｇｎ （ＵｂＤ ）理论 。 设计认为 ： 最好的设计应该是
“

以终为始
”

， 从学 习结果开始的逆向思考 。 同

时提 出 了
“

确定预期结果 、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 、 设计学 习 体验和教学
”

为顺序 的三个阶段 ，

教学设计的 目 的最终指 向
“

理解
”

。

所谓预期结果是指学生在学 习 结束后 ， 应该能够得到相关 内 容 的认知 、实践和理解 ， 并

在作 品表现 中 加 以体现 。 确定预期结果是逆 向设计的第
一

个阶段 ， 就像
“

船长
”

的指令 ， 为单

元教学设计指 明最终方向 。 在单元教学设计之初 ， 笔者认为需要思考学生应该知道什么 ， 理

解什么 ， 能够做什么 ？ 哪些 内 容值得理解 ？ 持久理解是什么 ？ 单元大概念是什么 ？ 基本问题

又有哪些 ？ 格兰特 ？威金斯建议设计者仔细研究 内 容标准 ， 从而发现和确认大概念 ， 形成基本

问题 ， 确定预期结果 。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指 出 １

－

２ 年级 的学段 目 标是 ： 激发和培养对音乐 的兴趣 ； 开发

音乐的感知力 ， 体验音乐的美感 ， 能 自 然地 、有表情地演唱 ， 参与其他音乐表现和 即 兴编创活

动 ； 培养乐观的态度和友爱精神 。 《音乐教师教学用 书》 中写到 ： 二年级上册教科书侧重于 四

分 、 八分 、 二分节奏活动 、声势律动 以及情境表演 的编创 。 在第七单元 《小
“

鬼
”

当家》 中提到 ：

关注生活 中 的声音 ， 有情感 、有想象力地用音 乐表现生活情景 ， 增强 自 主意识和热爱生活 的

乐观态度 。 因此笔者以节奏为主线来安排 《小
“

鬼
”

当家 》整个单元的教学活动 。 如 ： 第
一

课时

《亚克西 巴 郎 》 中 的器乐伴奏 、 第二课时 《钉扣子》 中 的诵读 、第三课时 《我当老师》 中 的歌表

演 、 第 四课时 《过年我当家 》 中 的声效模仿等音乐活动 中充满 了
“

二分 、 四 分 、八分音符节奏

型
”

的
“

身影＇

笔者梳理苏少版 《音乐 》

一

、二年级 的教学 内 容后发现早在
一

年级就有不 同程度 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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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声势律动的体验 ；
二年级的节奏声势律动 、器乐伴奏的体验活动更为丰富 。 《小

“

鬼
”

当

家》在 １

－

２ 年级学段是基本节奏型巩 固和学 习 最突 出 、 最综合的
一

个单元 ， 具有温故知新的

重要作用 。

基于 以上思考 ， 笔者 以大概念 、 基本 问 题 、 知识与技能为 内 容 ， 明 确 了 如 下预期结果 ， 旨

在 引 领 《小
“

鬼
”

当家》 单元教学设计的整体方向 。

阶段 １

——预期结果

参照 目 标 ：

？参与 其他音 乐 表现和 即 兴编 创 活动 。

？ 培养 乐观的 态度和友爱精神 。

（来源 ： 《义 务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 卜２ 年级学段 目 标）

？ 感受 自 然界和生 活 中 的各种 声 音 ，
能 用 自 己 的 声 音或打击 乐 器模仿喜欢 的音响 。

（来源 ： 《义 务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 感 受 与 欣 赏 卜２ 年级 ）

？ 关注生活 中 的 声 音 ， 有情感 、 有 想 象 力 地 用 音 乐 表现生 活情景 。

？

自 己
“

当 家
”

，
进行有创 意 的选择和组合 ，

将二分 、 四分 、
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节 奏的巩 固

和运 用
，

融入到 生动有趣的 演 唱 、 游戏和综合表演 中 。

？体验 与他人合作 的 乐趣 ，
音 乐 创 造 力 和合作 能 力 有所提 高 。

（来源 ： 《音 乐 教 师教学 用 书 》
二年级上册 《第 七 单 元》 ）

理解 ：

基本 问题 ：

？ 生活 中 的 声 音具有丰 富 的 节 奏性 ，
巧

？ 生活 中 的 声 音和音 乐 中 的 声 音一样吗 ？ 有什 么 关

妙运 用 可让音 乐作 品更 有趣 。
联 ？

？ 即兴编创 需要各 类 节 奏型 有创 意 的 组
？音 乐 作品 中 有生活 中 的 声 音吗 ？

合 。

？ 作 曲 家是如何运 用 生 活 中 的 声 音 ，

让音 乐作 品 更

？每个人都有责任与 他人友善合作 。 有趣 ？

？ 即 兴编创 需要如何组合并运 用 节 奏型 ？

？友善合作 能 带给 自 己 和他人什 么 ？

学生将知道 … … 学生将能够

？二分 、 四分 、
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节 ？ 主动分辨生 活 中 的 声 音并编创 有趣的音 乐 （效 ） 片

奏如何合理且有 创 意地组合 。 段 。

？ 友善合作 、 热 爱 生活 能给人带 来快 乐 。

？

自 信地参与歌表 演 、律动 、 声 势 、打击 乐 器 演 奏等

音 乐 实践 活动
，
在 与 他人合作 中体验 乐趣 。

二 、确定合适的评估依据
——

多维评估

逆 向设计所
“

逆
”

于常态教学设计主要在于 ： 在常态教学设计中 ， 评估是教师最后要做的

工作 ， 而逆 向教学设计要求教师在确定 了 所追求 的结果后 ， 就要先考虑评估方案 ， 思考针对

阶段 １ 的预期结果 ， 相应的评估是什么 ？ 寻找
“

可接受的依据
”

， 从而评估学生对所学 内 容的

理解程度及单元教学 目标的达成情况 。

格兰特 ？威金斯在 〈０＆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中提到 ：

“

有效的评估不是
一

张快照 ， 更像是收

音
教
畅
想

０９



■ 中小学音乐教育 ２０２ ２
－

０６

集 了 纪念品和 图片的剪贴簿 。

”

音乐课堂教学不应在过程结束时
一

唱 了之 、

一

舞 了之 、

一

听 了

之 、

一

考 了之 ， 而要在教学过程中 收集大量依据 ， 如通过观察与对话 、 随堂测验与考试 、 问 答

题 、表现性任务 、对理解的非正式检查等评估方法 ， 对学生进行持续性或伴随性评估 ， 逐渐形

成
“

依据合集
”

， 避免 以单个
“

事件
”

来评估学生 。 笔者认为合适的评估依据就像
“

航载雷达
”

，

可 以 多维度检验单元教学设计的进程 。

在 《小
“

鬼
”

当家 》单元教学设计中 ， 笔者 以阶段 １ 预期结果为导 向 ， 以
一

致性和连贯性为

原则 ， 以表现任务 、 其他依据为 内 容 ， 按表现性任务 、情景表演 、 自 制 乐器 、 声势表演 、歌唱 、律

动 、打击乐器演奏等方面设计评估任务 ， 旨在通过
“

剪贴薄
”

的方式收集
“

合适的依据
”

评估学

生的理解程度 。

阶段 ２
——

评估依据

表现性任务 ：

其他依据 ：

校园之声 ： 学校要举 办 六
一儿 童 ？ 歌表演 模仿 《我 当 老 师 》 中 动物 的 声 效 ， 有 节 奏地随

节庆祝活动 ， 作 为 二 （ １ ） 的 班长
， 乐 伴奏 、 随 乐 表演 。

你 需 要和 同 学 合作 编 创 并 表 演 ？ 情境表演 在 《过年我 当 家》 的 伴奏下 ，
用 自 制 的 小

“

乐

一个节 目 。 这个节 目 需要你运 用 器
”

，

以 二分 、 四 分 、
八分音 符和 四 分休止符进行有创

校 园 内 有趣 的 声 音 ，
用 二分 、 四 意 的 节 奏组合并 表演 。

分 、
八分音符和四 分休止符 等 组 ？ 成长的足迹 参与

“

诵读 、念 、 奏
”

等音 乐 活动
，
并 与 《亚

成 节 奏型 ， 采 用 自 制 小 乐 器 、 声 克 西 巴 郎 》 组合 ， 尝试不 同 方 式的 综合表 演 同 时 与 伙

效模仿 、 声 势律动 、 随 乐 伴 奏 等 伴们分享 。

方式 ，

让节 目 活泼 、 有趣 。 表演结 ？ 发现 ： 收集生活 中 有趣 的 声 音 。

束后
，
请 向 同 学们 介绍 你 的设计 ？ 表达 ：

谈一谈合作 的 重要性 。

想法 。
？ 拓展 ： 寻找

一 首 富 有生活情景 的音 乐 作品 。

三 、设计学 习体验和教学
一￣理解为先

逆向设计的三个阶段
一

脉相承 、不可割裂 ， 阶段 １ 的预期结果决定 了 阶段 ２ 中评估所需

依据 的本质 ， 同时也为阶段 ３ 计划的教学类型和学 习体验提供建议 。 笔者认为阶段 ３ 的设计

学习 体验和教学就像
一

次次的航行 ， 引 导学生前往名为
“

理解
”

的 目 的地 。 每
一

次
“

航行
”

必须

兼具吸引 力与有效性 ， 使
“

船员
”

（学生 ）深入主题 ， 激发他们学 习 的欲望和探秘的 需求 ， 以
“

揭

示
”

的方式引 导学生走 向
“

理解
”

。为此 ， 笔者 以结果为导 向 紧扣阶段 ２ ： 确定合适的评估依据 ，

从单元布局 的意识性 、单元设计的立意性 、单元教学的情境性三方面建构
“

理解为先
”

的单元

教学设计 。

（

一

） 单元设计的布局

《音乐教师教学用书 》 中提到 ： 每个单元都成为
“

接受欣赏
——

表现创造
——评价交流

”

相对完整的音乐审美活动过程 ， 以获得单元教学
＂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的效果 。 为此 ， 笔者认

为 良好的单元布局是追求理解的单元教学设计基础 。

《小
“

鬼
”

当家》 单元设计 ， 抓住小朋友盼望 自 己快快长大的 心理 ， 通过学唱 《我当老师 》

《亚克西 巴 郎 》 ， 听赏 《钉扣子》 《过年我当家》 等音乐活动 ， 以时 间为轴心重构课时安排 ， 以课

时 目 标 、 关键 问 题 、 课时任务布局单元教学设计的框架 ， 旨 在让学 习 过程环环相扣 、 层层递

音
教
畅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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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课课关联 ， 使学生对音乐 的理解逐步深入 。

《小
＂

鬼
＂

当 家 》单元教学设计框架

《亚克西 巴郎 》 《钉扣子 》 《我 当 老师 》 《过年我 当 家 ＞

时间轴 清晨起床 晨 间 劳动 午 间玩耍 晚 间休息

课 时 第
一课时 第 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 四课时

１ ． 自 己 的 事 情 自 １ ． 大 人 的 事 情 帮 １ ． 乐 于合作 的 友 １ ． 热 爱 生 活 的 乐 观

己做 。 着 做 。 爱态 度 。 态度 。

２ ． 能 用 声 势动作 ２ ． 能 有 节 奏 诵 读 ２ ． 用 自 己 喜欢 的 ２ ． 探 索 性地 发 现和

课时 目标
或打击 乐 器 为歌 歌词

，
随音 乐模仿 方式参 与 《我 当 创 造性地运 用

“

生

曲 伴奏 。 钉扣子的动作 。 老 师》歌表 演 。 活 中 的 声 音
”

。

３ ． 巩 固 和运 用 二 ３ ． 巩 固和运 用 四 ３ ． 巩 固 和运 用 八 ３ ． 用 不 同 的 节 奏型 ，

分音符 、 四分音 分音符 节 奏 。 分音符 、 四分休 编 创 《校 园之 声 》 。

符 节 奏 。 止符 节 奏 。

１ ． 小孩子具备哪 １ ． 小 孩 子 为 什 么 １ ． 音 乐 中 有哪 些有 １ ． 生 活 中 的 声 音如

些 本领 ？ 要 学 习 大 人 的 本 趣的 声 音 ？ 何 变 成音 乐 中 的 声

关键 问题 领 ？ 音 ？

２ ． 哪些 节 奏型适 ２ ． 劳 动 中 有 节 奏 ２ ． 合作真的很重要 ２ ． 怎样编 创 活 泼有

合表现劳动 ？ 吗 ？ 吗 ？ 趣的 声 音 ？

课时任务 成长 的足迹 声 势律动 歌表 演 编创

（评估 ） 《亚克 西 巴 郎》 〈〈钉扣子》 《我 当 老 师》 《校 园 之 声 》

（二 ） 单元设计的立意

１ ． 知识理解
应用为重

《小
“

鬼
”

当家》在 １ ２ 年级学段 的节奏教学 中具有承前启 后 的作用 ， 是 已学基本节奏型

的总结巩固 ， 同时是二年级下册附点节奏学 习 的铺垫 。 因此 ， 笔者 以 问题 引 领 、任务驱动 、活

动促进等方法 ， 引 导学生动眼 、 动 口 、动手 、动脑 ， 积极探宄 、积极思考 ， 从记忆知识 向应用 知

识转变 ， 从而加深对音乐作品 的理解 。

２ ． 思维过程
——探究为主

卢梭 曾 说 ：

“

不要给你的学生任何 口 头上的传授 ， 他们应该 只 能从 自 己的体验 中接受知

识 。

”

在 《小
“

鬼
”

当家》 单元教学设计 中 ， 笔者突 出
“

节奏
”

的关键性 ， 以
“

音乐作 品 中有生活中

的声音吗 ？
” “

友善合作能带给 自 己和他人什么 ？

”

等 问题 ， 引 导学生思考 、质疑 、 发现 、讨论 ，

激起师生间 、学生间有效地
“

探 究
”

， 加深体验与理解 。

３ ． 审美实践
——

以乐为本

追求理解 的单元教学设计应根据作 品之 间 的 艺术性 ， 形成课时之间 的关联性 ， 提升体

验活动的深度性 ， 以
“

单元
”

为视角提升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 。

在 《小
“

鬼
”

当家 》单元教学设计中 ， 笔者 以
“

乐
”

为本 ， 突 出 音乐学科特点 ， 从作 品体裁 、

情感特点 、 创作背景等方面 ， 分析音乐作 品 间 的共性和特性 ， 根据教学 内 容 的难 易程度 、 知

音
教
畅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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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结构 的相互关联和情感认知发展规律 ， 对单元 中 的 内 容进行
“

分类 、 归档
”

， 以
“

理解为

先
”

为原则设计审美体验活动 。 比如通过 《我当老师》歌唱表演活动提高学生的 审美表现

力 ； 通过 《过年我 当 家 》 音乐欣赏活动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力 ； 通过 《校园之声 》 音乐编创

活动提高学生的审美创造力等 。

（三 ） 单元教学的情境创设

二年级学生好玩 、好奇 、好动 ， 为此 ， 笔者设计 了
“

大人 出 门 ， 小鬼 当家
”

的单元教学情

境 ， 营造了 故事 、童话 、 生活等追求理解的连贯性教学情境 。

１ ． 生动的故事情境
——

利于激趣

《亚克西 巴郎 》 是
一

首新疆柯尔克孜族儿童歌 曲 。 歌词 ： 每天早晨我早早起 ， 叠好我的

小花被… … 自 己的事情靠 自 己 。 这与柯尔克孜族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 ， 还与二年级学生

的生活经验相吻合 。 为此 ， 笔者通过展示新疆草原 、柯尔克孜族毡房 的画面 ， 同时身 穿柯

尔克孜族服饰 、手持铃鼓 ， 伴着 ＯＥ克西 巴郎》 的音乐 ， 再用
“

娓娓道来
”

的过渡语 ：

“

伴随着

欢乐 的铃鼓声 ， 是
一

首新疆柯尔克孜族的音乐 。 太阳还没从天 山 升起 ， 柯尔克孜族的大人

们就要外 出游牧 。 早晨起来 ， 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 的孩子们 ， 会干什么呢 ？ 你听 ！

”

通过营

造
“

故事化
”

的教学情境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助力对音乐的理解 。

２ ． 多彩的童话情境
——益于想象

我当老师》 是 《小
“

鬼
”

当家》 的第三课时 ， 经过前两个课时 的学 习 ， 学生已经对叠被

子 、钉扣儿这些家庭劳动有 了较深刻的 了解 。 为此 ， 笔者设计 了
“

音效模仿
”

的童话情境音

乐活动 。 如 ： 寻找歌声 中有趣的声音随乐音效模仿 、体态模仿 、姿态模仿等 ， 尽显童趣 。 基

于学生的心理特点 、年龄特点 ， 多彩的童话情境更能够有效地吸 引 学生的注意力 ， 发挥他

们的想象力 ， 提高理解力 的有效方法 。

３ ． 真实的生活情境——易于体验

第 四课时 Ｇ１年我当家》 （选段 ） 是作 曲 家卞留念先生运用各类节奏型 的巧妙组合 ， 他

用 电脑桌 、滑板车 、 篮球 、拖把 、锅盖等生活 中 的声音 ， 制造 出
一

连 串 音响效果 ， 为生活 中

的声音赋予 了 音乐 的魅力 ， 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境 。 为此 ， 笔者创设 了
“

生活 中

有趣的声音
”

故事情境 ， 促进学生在 了解动效音乐 的 同时 ， 融入
“

大人 出 门 ， 小鬼 当家
”

的

单元教学情境 。 帮助学生理解生活 中
“

烦躁的写字声 、着急的 门铃声 、快乐 的篮球声 、有趣

的拖地声
”

等声音在音乐作 品是如何被描绘的 。

追求理解 的单元教学设计能促使学生思考 、判 断 、 质 疑 、探宄 、 编创 、 评估能力 的提

高 ， 能充分发挥他们 的 自主学 习 意识和合作意识 ， 有效避免聚焦活动和聚焦灌输教学方

式带来的教学遗憾 ， 更好地提升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 。

参考文献 ：

［ １
 ］ 格 兰 特 ？ 威金斯 ，

杰伊 ？ 麦 克 泰格 ． 追求理解 的教 学设计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１ ．

［ ２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 定 ． 义 务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 （２ ０ １ １ 版） ［Ｍ ］ ． 北京 师 范 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 ．

［ ３ ］ 江 苏 省 中 小 学教学研 究 室 ． 音 乐教师教学 用 书 （二年级上册 ） ［ Ｍ ］ ． 江 苏 少 年儿 童 出 版社
，
第 ３ 页 ．

［ ４ ］ 韩若晨 ． 核心 素 养 背 景下 的 中 小 学音 乐课
“

大单 元教学设计
”

［Ｊ ］ ． 中 国 音 乐教育
，

２ ０ ２ １ ． ０ ８ ．３ ６

沈 鑫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相城经 济开 发 区 澄 阳 小学

音
教
畅
想

１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