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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观下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的融合性研究
刘艳红

（江阴市城中实验小学人民东路校区，江苏 江阴 214400）

摘要：核心素养观下的音乐教学，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变革，即把三维目标融合起来，回到真实情境，解决真实问题的高级能力和理

解能力。中西音乐元素融合的大单元教学需要新途径，培养新学生。实施新课改以来，中高年级音乐教材中已经融入了相当一部分古典

乐作品及相关音乐知识。2021 版《新音乐课程标准》中，强调弘扬民族音乐，倡导理解多元文化，鼓励学生通过学习音乐树立多元文化

价值观，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因此，在大单元教学背景下，进行中西方音乐元素融合的探究与实践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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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陆续推出“走近经典”“天道酬勤”“艺‘树’

常青”等系列活动，并大力开发、推广与使用各类过程性活动评

价手册，推动了学校艺术课程的普及与发展。实践中，我们发现

全校学习音乐类特色项目的学生高达 81.4%，其中民族乐器类占

18.2%，古典乐器类占 29.03%。2021 版《新音乐课程标准》强调

弘扬民族音乐，倡导理解多元文化，鼓励学生通过学习音乐树立

多元文化价值观，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大

单元教学研究的背景下，我们决定：重新梳理教材，整合中西方

音乐元素进行文化融合的思考与实践，并结合学生社团，采用课

内外“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思考、研究与实践，促进“小学音

乐单元教学下中西音乐元素融合”研究的专业化与系统化。

一、教材研究，大单元整合课堂实施

教材是教学过程的真正核心，是师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依据。

特色项目的研究与探索必须依托教材，扎根课堂。大单元整合是

将整个单元学习目标的达成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从学习内容

的选择与重组、学习目标的设计与分解、学习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学习状况的评价与反馈等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研讨、设计。

（一）整体规划，加强目标体系的校本化改造

学校课程规划方案是对全校课程的整体规划，学期课程纲要

是对某门课程的整体设计，单元／课时方案是对某一单元或课时

教学的专业设计。这也决定了大单元整合首先需要教师具备“整

体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关注“学习目标”。课改要求“教学评”

一体化，让学习目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那么，中西音乐元素融

合的小学音乐单元教学的学习目标又有哪些特点？如何制定？怎

样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将要探索的问题。

我们以学科核心素养（音乐能力）为核心，参照音乐课程标准，

基于单元教学目标，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如右图）为路径，从音

乐学科的听、唱、动、奏四大领域入手，以单元目标的改造和达

成为标志，以融合教学为重点展开实践研究，探索项目实施的基

本路径。

例如：五年级下册我们整合了这样一个单元——《走进经典

之声》。根据原有教材内容的教学目标，结合学校校本课程，以

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表现能力”这三个维度的发展

为线索，培养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

（二）立足单元，研究中西融合的基本要素

近年来关于单元教学定义有很多，本次的单元设计主要是以

教材内容的整合重组为核心，遵循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从整体

的高度进行思考研究，充分重视学生主体的活动，更多关注教学

内容之间中西方音乐元素的关联性及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

首先，学科组针对教材内容的中西方音乐作品统一进行知识梳理；

其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将教材内容重新分版块、分单元，

具体按照以下 5 个步骤展开研究：编制单元教学目标；确定教学

内容；分析教学要素；设计教学流程；评价反思与修改。

以五年级下册《走进经典之声》这一单元为例，我们根据教

材单元内容，整合相关元素的作品，以“经典中国民族音乐作品

融合西方音乐元素表现”为中心，首先制定了这样的单元教学目标：

1.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本单元中的《茉莉花》《化蝶》《春节序曲》等带有

民族民间音乐特点的经典中国音乐作品中，积极参与演唱、欣赏

和演奏等课堂教学活动，感知音乐作品情绪、人文内涵，激发学

生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探索欲望，增强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提高音乐表现力。

2. 过程与方法

运用听、唱、奏等多种方式学习本单元中以“民族民间音乐”

元素的中国音乐作品，深入了解作品的曲式结构、旋律特点、情

绪表达等音乐知识，提高听辨能力、演唱能力、演奏能力和合作

能力等。

3. 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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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自然、饱满的声音演唱《茉莉花》《化蝶》，欣赏《春

节序曲》感受音乐作品情绪并有感情的演奏。通过体验、合作等

多种方式，积极投入各个音乐主题的综合体验活动中，深入探究

音乐作品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特点，进一步了解民族民间音乐与西

方音乐元素融合的表现方式。

由此，我们突破局限于苏少版音乐教材的安排，选取了部分

人音版音乐教材进行单元整合，进一步确定了具体教学内容为：

第一课时 歌曲《茉莉花》；

第二课时 歌曲《化蝶》；

第三课时 欣赏《春节序曲》；

第四课时 竖笛《秧歌调》。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为了实施高质量育人，基于核心素养，

以大主题、大任务、大情景、大概念等为中心，对学习内容进行分析、

整合、重组和开发，形成具有明确的主题。因此，每一课时教学

元素的提炼主要是根据教学内容而定。例如：在歌曲《茉莉花》中，

我们融合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进行教学，比较其异同之处。

通过欣赏不同版本《茉莉花》，体验不同表现形式带来的音乐之

美。从而进一步了解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方音乐元素融合的多种途

径。歌曲《化蝶》的教学主要从创作元素入手，通过越剧《梁祝》

和小提琴版本《梁祝》的对比学习，在唱会、唱美歌曲片段的同时，

初步了解中西方音乐作品的创作手法、模式、曲式结构等音乐知识。

（三）课型研讨，构建融合教学的策应体系

小学音乐学科基本课型主要包括歌唱课、欣赏课、综合课这

三种基本课型。我们以为，所有的课型都可以根据音乐能力“三

个维度”的发展和达成度为目标，将问题式教学（PBL）和案例

式教学（CBL）等多样化教学模式有机整合，从而检验学生的知

识经验储备与技能发展目标。集团音乐课程组从三种基本课型展

开对“三个维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案例研讨：“三

个维度”与三种课型适配性的研究、单元融合教学的架构（元素、

时机、方式）研究。

以本单元三首世界所熟知的中国风格音乐作品为例，中西元

素融合的综合课旨在让学生通过教材的深入挖掘，充分感知与理

解“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方的音乐元素有机融合”后音乐所

呈现新的色彩，并深刻感受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实现属

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活动研究，中西方整合宣传推广

活动是线，知识是珠子，把枯燥的学科知识穿插在丰富多彩

的活动中，学生在学习时就有了积极性与成就感。学生社团是学

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研究以中西音乐元素的融

合性研究为核心，以单元整合的教材内容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

当下大环境艺术教育理念及学校的艺术发展方向进行拓展，采用

“专家统一指导”和“自主集中探究”两种方式分阶段实施，师

生在教与学的活动中接受系统性的知识熏陶，周期性进行总结与

反思，为下阶段内容研究提供素材与论证。

1. 依托“网络动态”开展教学分享活动。建立活动项目实施

专题网站，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和推广实践进展。通过学术论文

发表、微信平台、微视频等多种途径对外展示活动的过程性资料

和阶段性成果，从而凸显活动项目研究价值。

2. 依托“家校联盟”开展社团开放日活动。一年一度的“校

园开放日”活动，是学校主动与家庭、社区有效沟通的“爱心联

盟行动”，是学生家长和社区代表见证孩子们在艺体活动课程中

收获与成长的最直观方式。活动凝聚了学校师生和家长、社会名

流的共同心血，同时也体现了学校培养孩子良好品格的教育追求。

3. 依托“名师工作室”开展主题性研究活动。学校活动项目

负责人积极与江阴市朱华琴名师工作室、蒋一禾名师工作室进行

联盟，开好系列化研讨活动，在探索的路上共研、共享，使理论

与实践并行，经验与心得同归，促融合发展，全面带动学科组教

师乃至全市小学音乐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4. 依托“三力课堂”开展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继续从学习

动力、课堂活力、师生能力三方面开展课堂教学改革，依托“三

力课堂”做好成果总结经验工作，承办阶段性研究成果展示活动。

力争结合三力课堂和项目研究成果开展《促进中西音乐元素融合

的小学音乐单元教学的深度探索》市级展示活动。

将中西音乐元素与大单元教学有效融合，是对传统教学难点

的有效突破。大单元教学，不仅仅是强调教师在教学时应该具有

的单元意识和单元备课的工作习惯，而是充分重视学生主体的活

动，通过实践努力构建学科育人的小学音乐单元教学范式。以“课

堂单元教学”“课外活动参与”两种途径引导学生进行多元化学习，

倡导学生在不断实践中获得真知，树立良好的学科态度和价值观，

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让每位学生都能在巩固学科知识的同时能

到个性化特长的发展。以乐为媒，进行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是新时代音乐教师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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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 祁加锦，肖朝义 . 基于核心素养的微课与小学“音乐与相

关文化”教学深度融合研究 [J]. 好日子，2019（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