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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情智课堂教学主问题提出小策略
谭雪亮

（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小学校，重庆 401147）  

摘要：小学音乐情智课堂教学主问题的精准提出，需要音乐教师设计有效的情智教学课堂主问题。一要激趣，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二要发现，尊重学生对主问题的答案；三要欣赏，尊重学生对作品当时当刻的理解和呈现；四要活智，在编创拓展环节让学生的思维活起来。

以美创课堂为模式，以“情智教学”为内核，由低阶输入到高阶输出的目标辅以在有效主问题指引下设计课堂活动。旨在以音乐“情智”

课堂内核下，促进音乐教学有效性，提升音乐课程的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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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智课堂的主问题是在教学中指向教学目标的重要问题，体现

教师对教材研读的独到见解与教学处理。情智课堂教学主问题的设

计，体现作用为：有益于学生陶冶“情操”和启迪“智慧”的融合

走进学生的心灵、有益于学生在学习发生中的“情感”体验而深入

音乐的内核、有益于在“情智”共生的课堂中丰润学生的美好生活。

一、主问题与目标

课堂主问题与教学目标的有机结合，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通

过学生在课堂主问题的引导下参与音乐实践活动，来评价学生音乐

的感受力、表现力、理解力和创造力。通过四大理念、六个维度，

让音乐学习在课堂上有效生成。基本特征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理

念特色的双重性和价值性；二是教材解读的整体性和开放性；三是

目标设置的建构性和反思性；四是方法运用的主动性和探究性；五

是流程意图的生长性和层阶性；六是效果反馈的发展性和表现性。

小学音乐课的教育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素

质和审美能力，并非培养音乐家。因此教学目标的设定，根据课

程特点应针对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深度和难

度应严格依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低段的课堂主问题应符合学

生简单易获得学龄段特点，主问题提出后，学生能迅速简单地找

到解决的方法；小学音乐中段的课堂主问题应符合中段学生完成

过程略带难度的学龄特点，在主问题引导下逐步从低阶输入的思

维模式向高阶输出的思维模式转化；小学音乐高段的课堂主问题

应符合高段学生在前两个阶段输入学习后，挑战将学到知识与自

身思想相结合的以输出为主要的思维模式。

二、“情智课堂”教学目标制定策略

“情智课堂”的教学目标制定原则遵循以学为本、以乐为根、

以美为核、以创为魂四大理念。通过理念导向、内容解读、目标定位、

方法运用、活动设计、评价反馈六个维度来反映课堂主问题与教

学目标是否符合本堂课有效教学。

“情智课堂”学期或学年目标基于学生音乐学习情况进行制

定；“情智课堂”单元目标则通过学期内本单元整体内容合理制

定；“情智课堂”课时目标通过激趣导入、新学探究（学唱探究、

听赏探究）、检测评价、编创延展、结课提升六个教学环节目标

的落实，层层推进、逐步实现。通过小到一课时的目标在每节课

的课时教学过程中去逐步实现。

（一）目标定位，基于学生最低水平线

基于学生中最低水平线为标准设定教学目标而提出课堂主问

题。教学目标的标准应是让学生达到最基础的、共同努力可达到的，

而非理想化的如音乐学院附小学生标准；提出的应是学生通过学

习行为之后预期可达到的最基础可衡量的标准。根据具体教学内

容的课标要求和教学对象的当下情况而制定。

（二）学法指导，从音乐出发回到音乐本身

教师教学方法以乐为根，挖掘音乐作品本身，深度剖析作曲家最

原始的创作意图，运用有效的音乐形象。每个环节通过融合课标中的

四大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在课堂主问题的引导下实现综合教学目标。

（三）课堂主问题与目标同教学重难点的确立

教学重点一般为教师在当堂课中必须达成的一项教学目标。

教学难点为课时教学目标重要的一个内容，一般为学生较难掌握

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教学重难点实现教学环节的突破，完成课时

教学的主要内容，从而达成多个教学目标。

如在《金孔雀轻轻跳》一课中。小节、小节线重点知识的掌握，

通过主问题“数一数歌曲共有多少个小节？”了解歌曲一共为 5 个乐

句构成，每个乐句 4 个小节，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歌曲结构，从乐句中

感受另一个教学目标中的了解傣族音乐，加强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三、情智课堂主问题的提出

情智课堂主问题的提出，是在制定准确有效的教学目标之后，

高效的一节音乐课是由几个骨干主问题组成，主问题提出将以下

几方面为出发点：

（一）依标提出课堂主问题

遵循 “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提出课堂主问题之前，都需

要仔细研读课标后，提出本堂课的有效主问题；依据课标制定可

实施的有效教学目标，根据各班级的学情及时调整主问题的细微

差别，从而验证教学目标是否准确有效。

（二）分学段提出课堂主问题

根据不同的年级班级，都将面临不同内容和课堂要求的变化；

课堂主问题的提出，需要根据不同学龄段特征及时调整，从而帮

助学生更专注于当堂课该学习的内容。

（三）当堂必知必会课堂主问题

教师需要从传授方法上面去审视如在音乐要素中的节奏如何

让学生以活动体验快速掌握，同时还要考虑整个单元承接上下次

学习内容的目的。教师需要严格把握一节课时间分配，组织好学

生在最佳的学习状态下参与学习本堂音乐课的内容。

四、 有效课堂主问题的提炼

情智课堂主问题的提出之前，需要关注主问题能否帮助学生

更好的习得。通过主问题突破关键音乐课堂环节的学习，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

（一）直击目标的核心主问题

核心主问题需围绕音乐情智教学活动来设定。

1. 核心主问题确立 . 教师的言谈举止需表述通俗易懂，态度

友好自信，肢体语言表达准确有效。以情智教学的课型“美创课堂”

为例分为激趣导入、新学探究（学唱探究、听赏探究）、检测评价、

编创延展、结课提升六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紧紧围绕一节课的核

心主问题来开展。

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就需要考虑更多地在唱歌、活动、演

奏和师生对话之间转换。确定好核心主问题，选择好“主问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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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歌曲或乐曲）”；然后按照课时教学计划，选择恰当的

方法，将知识点从整体音乐中抽出来，选择一个符合学生特点的

注意事项。在核心主问题的引领下，一步一步导向整堂课的目标。

2. 明确教学目的。情智课堂教学目的既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

目的——促进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也有特定的音乐艺术性目标。

从音乐教育的一般性目标来看，它包括：

（1）输入阶段。目的一激趣导入在于让音乐学习内容更生动

有趣，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好更加充分。操作性方面围绕音乐性、层

次性、关联性、参与性等来入手；目的二听赏发现在于让学生以多

种形式参与体验音乐课堂内容，在体验中发现音乐的奥秘。操作方

面教师需深入音乐本体进行教材分析，以尊重学生学习为前提进行

教学设计。发展内在听觉，经感官感知音乐的情智启动，经由激趣

导入的唤情引智和听赏发现的共情引智对运动觉和音乐技巧发展；

（2）成阶段。 目的一新学探究在于完成课时目标中的学习

内容，强化音乐的实践性。操作方面需紧扣双基要领，由始至终

贯穿当堂课的主要目标。目的二测评表现在于检测学习效果，让

学生敢于用音乐进行表达。操作性方面需依据教学目标，以尊重

学生个性为前提。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通过与同伴合作学习中

释放压力、增强记忆力、专注力的提升，在新学探究中经由音乐

作品的学习过程生情融智，在测评表现中用音乐进行复盘所学与

同伴互评或合作中用音乐表达自己以达到表情验智的效果。

（3）输出阶段。目的一编创拓展在于拓宽课堂厚度，使学生

乐于进行音乐创造。操作上需设计清晰，让学生能明确编创要领，

享受创新成果的愉悦情感体验。目的二结课提升在于提升音乐课堂

教学品质，发掘音乐情智课堂教学的美育价值。操作上在原来老师

结课的基础上，让学生先来总结复盘本堂课所学，学生引领学生发

现不同学习关注点的方式，更易于让学生在同伴分享中发现自己未

关注到的学习内容。由浅入深的发展学生的即兴能力，增强学生音

乐学习的意愿和敏锐度、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将知识进

行迁移和转化的能力、合作能力、个性表达与团队意识。

3.“游戏本能”。分层进行设计游戏，用学生能懂的教学语

言提出主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提出学生能听懂的游戏指令，这个

阶段的主问题更多的是指导学生的行为具体怎么操作和体验实践

活动中思维思考的方向准确性。

案例：

如：人音一年级上册《龙咚锵》

游戏活动中关于课题三个字是拟声词让学生理解的主问题。“龙

咚锵”是“锣鼓经”中的念法，“龙咚”是鼓声，“锵”是锣镲（镲，

一年级上册小打击乐学习）之声。第一种主问题：请孩子们根据歌

词内容进行拍手拍桌等打击乐模拟演奏。（师播放音乐）学生会跟

着音乐拍击桌面，超大声，甚至有学生反馈手都拍痛了。

第二种主问题：这么热闹的过年场景中，接下来请孩子们观

察老师在音乐播放过程中做了什么？（师做镜面示范给学生，龙

咚拍桌，锵拍手第一遍，第二遍做锣的演奏动作）

生观察模仿老师的动作，听完两遍音乐后，师追问：在刚才

老师的动作中，“龙咚”两个字拍哪里？

生答桌面，师继续追问：是交替拍还是一起拍呢？

生答交替，师继续问：在锵字出现的时候做了什么动作？

生答拍手，师继续追问：拍手的动作模仿的是锣还是镲的演

奏呢？

生回答镲（因在《小拜年》一课中已学习和模拟演奏过锣鼓

镲三个乐器。）

师追问：第二遍的时候演奏的是什么呢？（师辅以动作帮助

学生回忆）

生回答是锣。

游戏活动中的主问题，重在先让学生体验，再熟悉后回顾体

验过程中的相关音乐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过程。在第一种情况中，

学生开心玩儿了，并不清楚这样做的学习目的是什么。而第二种

情况的主问题，先让学生体验，再回顾体验过程中的细节，发现

乐器演奏与学习内容的关联性，以后学生只要一唱《龙咚锵》这

首歌，就会想起里面的锣鼓经。

（二）辅助完成教学目标的相关主问题

选择课堂主问题需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在音乐课堂活动中、

音乐理论知识讲解和重要知识点巩固时要灵机切换，让学生保持

新鲜感不断，有意注意通过不同的音乐活动持续停留在课堂。

精准的课堂主问题能促进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唤起学生对

于音乐学习的好奇心、音乐内容学习的意义，最终促使教学的完成。

陶情启智，让普通学生开启音乐学习的路，让学生通过音乐作品

大胆去实践思考。模仿听到看到的演奏、演唱的严肃音乐，学生

在课堂上将音乐作品加以变形，进行再创造，最后推陈出新。

五、课堂主问题与目标相结合的实践反思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们主动寻找问题的解决

方案。有必要牢记，虽然问题或许只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维度或

者元维度来设计，但是学生为了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对许多其他的

音乐维度进行判断。因此，教师必须保持对学生的问题、评论和

行动的关注，以便能够在学生需要时提供支持。

最后环节的结课，教师以诸如“这节课你都收获了些什么呢？

这节课学了什么？怎么学的？有什么感悟呢？”等问题，让学生

来复盘一节课所学。回答问题的学生回顾了本堂课所学，其他同

学通过在听同学分享的过程中也把自己没关注到的点也回顾了一

遍，达到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应；最后在教师的提

炼总结下，学生又跟随老师的脚步在回顾中再次关注到本堂课所

学音乐知识和体验到的音乐感受。

总之，情智课堂教学主问题，不仅可以为音乐课时教学指明方向，

而且能够激发学生思维从低阶输入到高阶输出的发展；构建层次清

晰的主问题串，不仅可以有序教学，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有序思维

的学习模式，培养其严密的学习思维；根据具体思维方式的音乐学

习内容特点，有助于推动学生多角度发展思维能力。情智课堂教学

帮助学生培养音乐学习的思维模式，提升学生音乐高阶思维学习品

质，促进学生音乐学习认知能力的发展，助力学生对音乐的终身学

习兴趣。师生明确教与学的目标，提高思维活跃度，在积极教学情

境中，增进师生、生生情感交流和学生在音乐作品中的情感体验。

【研究背景】

本文是中国教育学会 2021 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美育新

时代中小学音乐“情智”教学的实践研究》（学会发【2021】89 号，

课题编号：202150001202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重庆市教育

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重点课题《美育新时代音乐“情智”

教学的实践研究》（渝教规办【2021】14 号，课题批准号 2021-

11-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小静 . 艺术课程标准下重构学校审美教育评价研究 [J].

新教师，2022（9）：26-27.

[2] 胡苹，孙伟 . 小学音乐课堂乐器教学方法与案例 [M]. 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3]范洪涛,宋莉莉.崔学荣《音乐微格教学》中的实践观发微[J].

山东艺术，2022（3）：6.

[4] 孙双金 . 情思激荡	高潮迭起 : 孙双金情智教育语文课堂 12

例 [M]. 开明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