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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概念的音乐大单元统整教学实践探析

黄　楠　陈佰怡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上海　200234

【摘　要】本文聚焦基于大概念的音乐大单元统整教学实践。在阐述大概念与大单元相关理论基础上，深入剖析当前

音乐大单元教学面临的实践困境，涵盖概念提取表面化，将人文主题简单等同大概念、提炼缺乏学科深度且表述空泛；教

学评一体化割裂，目标设定笼统、教学过程与目标脱节、评价滞后且方式单一；教师专业素养适应性困境，概念转化、课

程开发与评价设计能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策略，从概念提炼、资源建设、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旨在

推动音乐大单元教学从传统知识传授向素养导向转型，提升音乐教学质量，促进学生音乐素养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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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概念与大单元的学理探析

1.1大概念的来源与重要性

大概念（Big Ideas）的理论根基可追溯至布鲁纳的结

构主义课程论，其强调“任何学科都存在基本结构，掌握

结构能够实现知识的广泛迁移”。在音乐教育领域，大概

念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大概念能够突破

传统音乐教学中知识点零散、缺乏关联的局限。其次，大

概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音乐理解能力。最后，大概

念契合了2022年《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所强调的“文

化理解”素养，使音乐教育超越单纯的技能训练，转向对

音乐文化内涵的探索。

1.2大单元的来源与重要性

大单元教学是一种课程组织形式，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

威金斯的“理解为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模式，强调以终为始的逆向设计。在音乐教育中，大单元

并非简单的内容合并，而是以核心概念为统领，对教材内

容进行重组与深化。例如，传统的音乐教材可能按照历史

时期或音乐体裁划分单元，如“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

音乐”等，而大单元则可能围绕“音乐中的理性与情感”

这一概念，将巴赫的赋格、莫扎特的奏鸣曲与浪漫主义标

题音乐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不同时代音乐风格的哲学

基础。

大单元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实现音乐学习的结构化与

情境化。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线性编排模式，使

学习内容更具逻辑关联。例如，某实验校将分散在不同年

级的《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整合

为“战争音乐的声音修辞”单元，聚焦“铜管音色与英雄

意象”“节奏密度与战斗紧张感”等核心概念，使学生

在对比分析中形成对音乐表现手法的系统性理解。另一方

面，大单元强调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例如，在“数字

时代的音乐创作伦理”单元中，学生不仅学习电子音乐的

制作技术，还需围绕“人工智能是否具备艺术创造力”展

开讨论，从而培养批判性思维与文化反思能力。

1.3大概念下的音乐大单元教学实施

音乐教育中的大单元教学实施，标志着从传统知识传授

向素养导向的课程范式转型。在实践层面，需要重点把握

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其一，大概念统整的教学实践首先体现在课程设计的整

体性思维上。教师需要以音乐作品为媒介，透过表面的音

响形式，把握其中蕴含的艺术规律和文化密码。比如在分

析一首民间乐曲时，不仅要关注其旋律特征和演奏技法，

更要引导学生思考这些音乐元素如何反映特定的生活方式

和审美追求。这种教学视角的转换，使音乐学习从单纯的

技术训练升华为文化理解的过程。

其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逆向设计的思维方式尤为

重要。教师应当首先明确学生需要达成的持久性理解，然

后据此设计相应的学习体验和评估方式。这种以终为始的

课程规划，确保了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在设

计“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单元时，教师可以先确定“音乐

元素如何建构情感体验”这一核心理解目标，再围绕这个

目标组织相关的音乐作品分析和创作活动。

其三，文化浸润是大单元教学的重要特征。音乐作为人

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教学应当突破单纯的审美体验，深

入到文化理解的层面。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创设丰

富的文化情境，让学生在多维度的文化体验中理解音乐作

品。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表现形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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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变迁，来培养学生的文化敏

感性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其四，评价方式的革新是大单元教学实施的关键环节。

传统的音乐评价往往局限于技能考核，而大概念引领下的

评价更关注学生的概念理解和迁移应用能力。评价强调过

程性记录和发展性评估，通过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捕捉学生

在音乐理解和文化认知方面的成长轨迹。这要求教师持续

进行专业学习和教学反思，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教学设计。同时，学校也需要为教师提供相应的支持，包

括专业发展机会、教学资源保障和协作教研平台等。

2　当前音乐大单元教学的实践困境

2.1概念提取的表面化

在基于大概念的音乐大单元设计中，教师普遍存在概念

理解不深入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将人文主题简单等

同于音乐大概念，如将“爱国主义”直接作为单元核心，

而未能转化为“多声部织体的情感表达”等音乐性概念；

二是概念提炼缺乏学科深度，停留在作品介绍层面，未能

触及音乐表现手法与艺术规律的本质联系；三是概念表述

空泛，如“感受音乐美”等缺乏可操作性的表述，难以指

导具体教学实施。

2.2教学评一体化的割裂现象

在音乐大单元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与教学

评价三者之间普遍存在严重的脱节问题。这种割裂首先体

现在目标设定层面，许多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往往停留

在“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等笼统表述，缺乏具体可操作的

行为动词和明确的达成标准，导致目标难以转化为有效的

教学实践。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更倾向于追求形式上

的创新和活动的新颖性，而忽视了这些教学活动与既定目

标之间的内在联系，造成教学过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更

为突出的是评价环节的滞后与脱节，许多教师习惯于在教

学结束后才考虑评价设计，后置式的评价方式既无法为教

学过程提供及时的反馈指导，也难以真实反映教学目标的

达成情况。评价内容与评价方式也较为单一，过分依赖终

结性评价，缺乏对学习过程的持续关注和多元评价手段的

运用。

2.3教师专业素养的适应性困境

音乐大单元教学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而

当前教师队伍普遍存在专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教师在实施

过程中主要面临三重挑战：首先，概念转化能力，难以将

抽象的大概念转化为适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具体教学目标，

导致教学设计停留在经验层面；其次，课程开发能力，多

数教师习惯于执行既定教材，缺乏重组教学内容、设计连

贯教学序列的专业素养；最后，评价设计能力，难以开发

契合概念理解的评价工具，无法准确评估学生的概念建构

过程。专业素养的局限使得教师在实践中往往陷入两难境

地：一方面认同大概念教学的理念价值，另一方面又缺乏

将其转化为教学实践的专业支撑。部分教师试图通过增加

教学内容或强化技能训练来弥补概念教学的不足，反而加

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3　基于大概念的音乐大单元实施策略

针对当前音乐大单元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本研究提

出以下系统性解决方案：

3.1概念提炼的深化策略

音乐大概念的提取应当遵循“学科本质-文化内涵-学生

认知”的三维路径。首先，从音乐本体特征出发，深入分

析音乐作品的形式要素和表现手法，提炼具有学科特性的

核心概念。其次，建立音乐现象与文化语境的深层联结，

揭示音乐作为文化载体的内在规律。最后，基于学生的认

知发展规律，设计循序渐进的概念理解路径，实现从具体

感知到抽象理解的认知跃迁。

3.2资源建设的创新路径

教学资源建设应采取多元化策略。在实体资源方面，开

发系统化的音乐文化教学资源包，整合各类音乐教具和视听

材料。在数字资源方面，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虚拟音乐体

验环境，拓展音乐学习的时空维度。同时，建立跨学科协作

机制，促进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资源共享和教学协同。

3.3评价体系的革新方向

构建多维度的动态评价体系，重点关注三个评价维度：

在概念理解维度，考查学生对音乐本质规律的认识深度；

在迁移应用维度，评估学生运用音乐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在文化反思维度，关注学生的音乐审美判断和文化

批判意识。采用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全面记录学生的音乐素养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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