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

教育论坛: 4卷6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关于“音乐走班课”的探索实践
——基于对传统班级授课制的利弊思考

牛志远　苏利娟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17000

摘　要：小学音乐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中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儿童成长与发展阶段中提升儿童审美能力

以及奠定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小学阶段是人生发展阶段的成长初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以及可能性，其

个体差异性也有着明显的外显特征，因此，学校应在本着以国家课程为前提，思考如何适应区域性文化特征差异来

开展校本课程、以及如何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发挥、兴趣得以选择、个体差异性得到保障。本文是以北京师范大学

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以下简称“我校”）的“音乐走班课”为析论对象，来对我校的音乐常规课程的利弊进行客

观分析，并且对学校实施“音乐走班课”的动机以及思路进行探讨，通过对学校对“音乐走班课”实施的目的、意

义、过程以及方法进行梳理，以此来作为本校在基于国家音乐课程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校本音乐课程形式的改革，

供同仁参考与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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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improve children's aesthetic ability, laying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ge. Primary school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life development, which has strong plasticity and possibility, and i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lso have obvious explicit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schools should consider how to adapt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ity, 

choose their interests and ensure thei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the premise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is paper takes the 

“Music shift Class”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School of Erdo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ferred to as “our school”) as the 

analysis object, and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regular music courses in our school, and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and ideas of implementing the “Music shift Class” in our school. Combing the purpose, significance, 

process, and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the “Music shift Class” in our school,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school based on the 

national music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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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小学音乐课程的“教”“学”现状分析

音乐课程是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抓手，它不仅可以

提升学生对于生活的热情，更能够使得学生在音乐课堂

的学习思维中学会生活。音乐的语言是表达人类普遍情

感的工具，语言文字是表达情感的直观感受，比如，我

们说“欢乐”“悲伤”，学生会根据字面或者语音来进行

这种状态的联想。而音乐是以一种高级的符号手段，比

如旋律、节奏的形式来表现学生“共情”的能力。而音

乐的种类以及形式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不同的乐器

以及不同的音乐风格所表达的情绪情感是不同的，而我

们的班级授课制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情感差异性

的表达。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为了使学生的主体性

得到发挥，以及考虑到学生情感差异个性化发展，因此

我校在学校固有的班级授课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

走班制”授课模式的思考。

音乐常规课是满足全体学生音乐学习需求的课程，

在义务教育阶段，它是国家教育教学标准要求下最基本

的音乐课程模式，音乐常规课是以入学编班为单位的班

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的授课模式。

（一）我校音乐常规课的现状分析

我校的音乐常规课程结构中，在教师结构分配层

面，一个年级一位音乐老师，负责整个年级的音乐常

规课教学工作，教材是以人教版音乐教材为主，组内

周二和周五进行例行的组内研讨，研讨由组长发起，

周二是组员通过以上一周的教学工作出现的问题来进

行组内探讨与解决，由于在常规课中没有出现老师跨

年级教学的情况，因此在教师课程分配中就不存在同

一个年级音乐课程的一致性与集体备课的过程，但是

为了确保学科教学思路的一致性与完整性，周二研讨

还是主要针对的是教案的写作、教案与课件的一致性

问题、备课思路以及流程以及授课话术。周五是以观

摩北师平台的专业化优质课程以及专家型教师课程为

主，进行组内谈论与学习，以此来作为提升组内人员

教育教学能力的途径。

学生层面，我校 1 年级一个班级一周有两音乐常规

课，2-6 年级每个教学班一周有一节音乐课。其中所有

年级的音乐常规课程除了完成国家课程标准内容外，还

试行了五线谱的基础内容教学，其目的是为学生到高年

级的音乐学习做充分准备，目前我旗的音乐教学都是以

简谱教学为主。使用简谱教学其目的首先是简谱学习起

来较为容易上手，便于记写。其次是易于理解，简单概

括其就是简单实用，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极为突出，首先

就是乐曲并不都是固定调的，在老师层面来说，我旗的

音乐老师的专业并不都是钢琴专业，对于非 C 调乐曲的

简谱，在演奏起来极为不便，这就使得教学精力过多转

移到非重点部分，其次学生在识记简谱时由于谱子上的

音符是固定的数字，不易于区分同一个音在不同音区的

表现，非常的不直观。那么我校开始试行五线谱教学，

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识谱的直观性，解决识谱过程中首

调识谱的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音乐教育的

主流，在让学生学习到了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

技能的同时也解决了老师难的问题。包括我旗所使用的

人教版音乐教材中的每一节课的课件都是有两套，其中

一套是简谱、一套是五线谱，这就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

五线谱音乐教学的重视，目前我国艺术类考试当中也占

有一些比重，而且在实践当中，五线谱已经是主流，包

括我国民乐的发展，也日益在由简谱转向五线谱。我校

在试行这个办法初衷就是让孩子掌握最主流的音乐技能，

在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为学生打下坚实的音乐技能的

基础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未来他们走上更高层次的艺术

道路具有开拓性意义。

（二）音乐常规课的缺失

上述笔者对于音乐常规课的“教与学”的发展状态

进行了客观的阐述，也比较直观的指出了目前音乐常规

课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以本文的研讨对象我校来说，

已经在逐步的试行以及改善。

在常规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我校音乐组在授课过

程中发现学生的音乐兴趣以及接受的程度不尽相同，通

过组内研讨，总结出三个导致问题的原因，首先就是在

低年级时，音乐理论基础渗透不到位，导致学生听不懂，

第二，课堂授课形式过于单一，传统的授课模式是否还

适应当代学生的音乐学习，第三，学生的主体性未得到

发挥，学生的兴趣未进行发掘与开发，基于此，我校萌

生了构建音乐走班制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每一个学生对于艺术的感知力以及不

同音乐类别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音乐常规课追求的是

“同”，而“不同”才是提升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抓手，

要想追求“不同”，首先要让学生有体验“不同”基础，

想要让学生热爱，首先必须要让他了解，让他看得见、

听得着，比如我校根据师资来开设的口风琴、陶笛、非

洲鼓、合唱等，这些小的乐器在常规课堂中是见不到的，

最多只是让同学进行了解，我校的出发点是不仅要让学

生了解，也要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上让他学会，要将设想

逐渐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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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校“音乐走班课”的探索与实施

我校是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空港物流园区的

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同时也是鄂尔多斯市首个计

划实施音乐走班课的公办学校，学校以学生的实际学情

为依托，以学生个人兴趣为导向，立足音乐常规课教学

实践所出现的问题来制定以及执行音乐走班制教学模式，

从 2020 年 6 月至今，我校所实施的音乐走班制教学模式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基于此，笔者将我校自实行音乐

走班制教学模式开始，对其执行的理念、过程方法以及

成绩进行阐述分析，以此来说明我校实行的“音乐走班

课”的实际教育作用以及音乐走班课对音乐常规课程在

全面发展学生兴趣层面下起到的补充作用。愿为各学校

音乐教学提供思路，以提升学生音乐学习兴趣以及全面

发展的品质。

（一）我校学校层面下的“音乐走班制”

音乐常规课程的弊端在于不利于学生的个性音乐

能力发展，国家音乐课程研发与推行亦在使所有学生

普遍掌握歌唱能力以及审美能力，具有普遍性、强制

性、基础性的特征，为此学生发展自己的音乐兴趣爱

好就会依托课外补习机构，我校本着在学校师资、能

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将资源整合优化，以创建多元

化 音 乐 课 堂， 发 挥 学 生 主 体 性， 以 学 生“想 要 选 ”、

“有得选”、“选的上”、“学的了”为原则进行了音乐

走班课程建设。音乐走班制的开展，进一步的优化了

学习方式以及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的前提下，更好的进行了中小学的教学衔接，提高

教学成绩。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音乐

走班课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个性化特征，恰恰与音

乐常规课在理念上进行了互补，大大解决了学生枯燥

单一的音乐学习方式。

我校的“音乐走班制”概念是将同一年级的走班课

安排在同一个时间段，在此打破常规行政班级模式，学

生按照自选的学校音乐兴趣课程进行固定专业班级学习，

是一种以学生兴趣为主导，以学生为本的一种自主选择

性较强的专项化教学模式。利用三位一体课程理念，即

基础培养、兴趣培养以及专业培养。基础培养所针对的

是一到二年级的学生，兴趣培养是三到四年级的学生，

专业培养是五到六年级的学生。为此，北京师范大学鄂

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校长袁庆国提出：“我们要力争运用

自身的优势以及能力来办一所不用上补习班就能掌握一

门音乐技能的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校长袁庆国提出：

“要充分利用好我校九年一贯制办学模式，要彻底改变

学生上了 12 年的音乐课什么都没有学会的痼疾，要让百

分之百的学生都能选择自己想选、想学的音乐课程项目，

要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二）我校音乐走班课的具体实施过程

2020 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

校长袁庆国以及音乐组就关于开展学校音乐走班课的想

法进行了沟通。想法于 2020 年 9 月份落地实施。

学校按照现有音乐教师 4 人进行了走班课程设置，

设置的专业是根据四位教师的专业特长为依据的，共开

设了电子琴、非洲鼓、陶笛、合唱四类课程，每位教师

负责的是一个年级整体的音乐常规课教学任务以及自己

的音乐走班课的一加一课程模式。开学时，班主任将选

课卡发给学生，内容是四门特色课程以及志愿选项表格，

分别有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回家后与家长共同商榷，

最后进行自主的选择，音乐组通过各年级提交的名单开

始分班定人，由于学生的自主选择后，各班级人数不均

衡，务必造成人数多的班级教育教学质量薄弱，因此通

过与学生单独的协商，进行志愿的调整，确保班级人数

均衡。因此例如 2020 年 9 月开始的走班课教师以及课时

情况如下：

各教师总课时量；

姓名 常规课 走班课 社团课 总课时

付爽 6 7 4 17

祁雅雯 7 7 4 18

苏利娟 7 7 4 18

张静 12 0 2 14

牛志远 4 7 2 13

自音乐走班课开展以来，老师的课时进行了增长，

学生的兴趣得到了发挥，学校音乐老师按照常规课的标

准进行各自的备课，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流程会

根据所负责专业的不同而进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发

挥了老师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提升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的自主化、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我校音乐走班制的所有特色课程教案的理念要求

是统一的，首先从教案结构来说，分为北师大校园文

化页、校歌乐谱、各走班专业介绍、教学进度表以及

教学设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结构，

具有可执行性。而且我校开始建立走班课教学资源库，

将所有老师的课件进行每周的资源库上传。预计三年

内建立起具有我校的特色音乐走班校本课程并且进行

教材的编写。

我校走班课程教案设计如下列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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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班课教案封面（第一页）

北师大校园文化（第二页）

校歌（第三页）

走班课介绍（第四页）

学期教学内容与要求（第五页）

教案（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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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音乐走班课”实践成效

教育是百年大计，要将教育的每个细节落到实处才

会使国家复兴、民族强大，这不仅要遵守传统，更需要

每一代教育者立足基层，扎根学生来进行的适合学生发

展的教育发展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是否落到实处，是

否没有流于形式，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我校音乐走

班课是立足于学生实际发展需求来创设的课程制度，其

课程有着实用性、简单化、适龄性特征，概括成一个词

语就是“接地气”，我校“音乐走班课”通过一年多的发

展，取得了以下成绩，与大家分享：

1、我校和韵·金声合唱团在 2020 年伊金霍洛旗中小

学幼儿园歌咏比赛中合唱团演唱了两首具有很强艺术性

的作品《鸟归林》和《库斯克邮车》，荣获一等奖，独唱

歌伴舞荣获二等奖。

2、2020 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器乐大赛，其中我校进

行走班课中口风琴、陶笛、非洲鼓等乐器的合奏荣获佳

绩。

3、“童心向党、快乐成长”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在

6.2 班和 4.3 班的鼓手和舞者共同演绎的《哇卡哇卡》中

拉开序幕，他们带着热情，带着放飞的梦想，带着欢乐

的节拍来啦！孩子们用热烈的非洲鼓和热情的舞蹈，表

达了内心的喜悦之情。其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校走班课

的学生。

4、2021 年度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器乐大赛中荣获二

等奖：2021 年度伊金霍洛旗中小学器乐大赛中荣获二等

奖。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将音乐走班中的陶笛、口风琴、

非洲鼓、口琴、钢琴等乐器进行编排后参加了本次比赛。

在最后点评环节，评委老师对我校节目给予了一致好评，

并提倡教育局、其他学校也多多去推行这些小乐器课程，

更好地落实美育教育。

5、2021 年 问 道·伊 金 霍 洛 首 届 京 师 教 育 + 大 会：

2021 年 7 月 14 日，问道·伊金霍洛首届问道·京师教育 +

大会在伊金霍洛旗乌兰国际大酒店举行，当日开幕式上，

我校合唱走班的同学们在开幕式进行了开场展演，当日

晚在伊金霍洛旗影剧院我校器乐走班的同学们在全旗中

小学艺术教育展演中进行了汇报演出，北京师范大学鄂

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的器乐合奏迎来一片掌声，得到了

区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专家表示：这才是教育的实际

意义，虽然不是很华彩，但是是真真实实是从我们学校

教出来的，很务实、很结实、很朴素，学生能上的台、

演的了，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我校音乐走班课成果在首届“问道·京师教育+大会”

开幕式上的展演

我校音乐走班课成果在首届“问道·京师教育+大会”

开幕式上的展演

我校音乐走班课成果在首届“问道·京师教育+大会”

晚会上的汇报

三、结语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音乐走班制教

学模式从开始构想到落地实施以及到后来的小有成效仅

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同时教研组在教学过程中也提出了

好多建设性的建议以及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针对不同的

问题，学校音乐组进行过多次调整，其目的就是在于要

把最好的课程资源以及多元化的音乐课堂带给每一位性

格差异不同的学生，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以发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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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音乐种类的兴趣爱好得以提升。在学校层面来说，

这是一次建构在国家基础教育教学目的之上的校本课程

的改革，对于学校来说，是完善学校音乐课程结构、优

化教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尝试。对于学生来说，是开阔学

生眼界、有效扎实的掌握一门技能的重要途径。学校本

着让学生在学校中能够切实掌握一门技能的原则，打

破“孩子必须在校外学习特长”的错误思维，让学校的

老师能够将自身专业发挥到极致，学有所用，让孩子将

“我只能花钱去报兴趣班的”思想转化为“学校能够满

足我”的思想。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音乐

走班制教学模式无论从构想还是到成果，都是一次对

于学校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案例，由于本文的重

点是阐述和分析我校走班课程的基本理念架构，因此

其中的改革经验以及教学过程此文笔者没有过多阐述，

希望此文能够给界内同仁学校的教育者带来一定的参

考价值，我校愿与各同仁学校共同继续将此议题进行

研究探讨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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