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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音乐素养目标的测教一体化实践与探索
郭春娥

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教研室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　要：“核心素养”亦成“21 世纪素养”，是人们适应知识社会、面对未来挑战、解决不可预测的复杂问题所应具备的知识、

能力与态度，也是培养人格健全发展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高素质公民的重要基础。 当大教育进入 3.0 的核心素养时代，音乐教

育亦然。那么，在大量的音乐教学中，我们的课堂究竟有没有指向学生素养的培育呢？素养目标在课堂上落实得如何？教学

结果能否经得起检测？本文试图从大单元主题学习和三单观测对音乐教学的测教一体化展开探索和研究，以期与业内同仁共

情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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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版）》在总目标中对音乐

素养的构成有这样的描述：“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

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①《普通高中音

乐课程标准（2017 版）》第二板块这样描述：“学科核心素养

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

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音乐学科核心素养

主要包括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三个方面。”②可以

说，高中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和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性质之

审美性、实践性和人文性一脉相承，高中音乐核心素养的出

台，积极引领着义教阶段音乐课程的实施和改革走向深化，

有力推动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知道，音乐素养的形成具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特点，

同时也是一个螺旋上升、阶梯建构的过程。它要求教师在每

一节课中都要关注学生音乐素养循序渐进式培育与发展。但

是在实际教学中发现，一线教师普遍缺乏系统意识，低效甚

至无效的课堂比比皆是。通过对区域内近 100 节音乐常态课

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大多数课堂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教学目标缺乏素养意识。大部分课程教学目标仅停留在作品

内容本身，缺乏聚焦素养的目标意识，课与课之间没有连续

性。第二，教学内容缺乏序列性。教学中知识的传授零散化，

没有明确额主线，教师对学生音乐认知的顺序性缺乏科学认

识。第三，音乐活动（感知、体验、认知、理解、联觉与想

象、表现与创造）之间缺乏一定的内在联系，致使学生音乐

经验的建构亦缺乏系统性。针对这些教学问题，我市教研室

承担了省“十三五”规划课题《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视域

下音乐教学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的任务。我们认为，开发

音乐单元主题教学，建构起教学内容和学生音乐经验的序列

性，以期贯通学生音乐学科素养脉络；用“随堂观测”“随堂

检测”的测评系统，助推音乐课时教学步步扎实，是问题研

究的必由之路。

一、开发大单元主题学习，贯通音乐素养脉络

艺术纳入中考在我市已经落地，音乐教学走老路肯定是

行不通的。北师大郭华教授在《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

一书中提出：“深度学习倡导单元学习，它要求教师建立好学

科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内容之间的关系，依据课程标准和教

材，选择有利于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和情境素材，

制订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设计学习活动、开展课堂教

学、进行学习评价，环环相扣，使学科核心素养具体化，可

培养、可干预、可评价。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更新观念，主动

学习，对教学内容进行二度开发。”③以单元学习改编课堂思

维的模式，使“教”走向整体，使“学”趋向主动，使“教

与学”形成学习共同体。“单元学习主题”要实施，首先确定

音乐单元学习主题的思路，避免就教材教教材，就作品论作

品的现象，依据课程标准，依据教科书、依据音乐核心素养、

依据学生实际情况，确定好音乐单元学习主题，化单元教学

目标为课时目标。其次是开发支持学生单元学习的工具，例

如活页习题、活动单、思维导图等。最终大单元主题学习一

定要用检测来验证效果的，“命题时式人机对话”测评工具运

用而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教师们的命题能力，而这

种能力的最近发展区便是学科素养。

总之，艺术中考催生了大单元教学，而这个区域链最可

能让深度学习在音乐课堂发生，稍稍走进它，就是一个脑洞

大开的过程，对于它的研发不可能一蹴而就，已不可能一劳

永逸，它是教学活动的重心所在。探寻音乐教学测教一体化，

大单元主题学习已成为撬动课堂转型的一个支点。

二、开发课堂观测单助力教学直击素养目标

量表一　关键学习点观测单

　　版　　 年级　　册第　　课　课题　　学校　　班级　　

学生人数　　任课教师　　　　观测者　　　　观测日期　　　

关键学

习点

过程与

方法

样本范围

（班组个人）

实情

记录

观察

分工
结果分析

阶段 1 甲老师

阶段 2.3....
乙老

师 ...

上表适用于区域教研活动中老师们的听课记录。课前，

听课教师分工各司其责，用量表一记录自己管辖阶段的“关

键学习点”活动状况。根据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相关理念，

音乐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落实应当关注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学

生的审美历程为教学主线，教师化身为学生开展音乐活动的

“隐形翅膀”。因此，在进行课堂观察时，不仅仅关注“知识

技能”习得的结果，而是更需要关注一些“关键学习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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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过程与方法。如运用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表

演等活动时，“关键学习点”是否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实

践活动的“明线”之中，形式上生动活波的音乐实践活动是

否更有效地服务与内容上的“关键学习点”？学生能否活灵

活现地上演教师“早有预谋”的那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呢？

当前，绝大多数老师进行教学研究时，基本还是采用传

统的观课、评课方式，将注意力主要用在“观”上。“观”教

师的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教学设计是否合理、教学策略是否

有效诸方面。这样的“观”虽然能发现问题而展开一些必要

的探讨，但缺少针对“关键学习点”系统而全面的观测证据。

而量表一全面而集中地反映出学生在“关键学习点”习得的

过程与方法，以及习得的效果，既有文字的记载——“观”，

又有数据的支撑——“测”，这样的课堂观察指导性和指向性

都很强，反映全面而精准、更具说服力。

量表二　目标与环节对应观测单

　　版　　 年级　　册第　　课　课题　　学校　　班级　　

学生人数　　任课教师　　　　观测者　　　　观测日期　　　

素养目标 对应环节 学生表现 教学时间 想法与建议

目标 1

目标 2.3...

量表二主要针对素养目标的达成过程给予记录。素养目标源

于三维目标又高于三维目标，它是对三维目标的高度凝练，

这就对教师的目标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素养目标需具体明

确且可操作可测评。在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教学研讨活

动已经参与其中，我们常常围绕教学目标“三问”帮助执教

者展开自查、修正及完善 ：
一问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去？（素养目标）

二问你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去？（过程方法）

三问你把学生带到那里去了吗？（教学效果）

通过这些讨论，明确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否符合学生认知

水平，有无相对应的教学环节，看重要目标是否得到了过程

与方法的有力支撑，有效避免教师为了课堂教学气氛，在音

乐素养达成方面避重就轻，进入漫无目的的泛娱乐行为，将

一些有环节无对应目标的无效教学带入课堂。

量表三　前后检测对比单

　　版　　 年级　　册第　　课　课题　　学校　　班级　　

学生人数　　任课教师　　　　观测者　　　　观测日期　　　

学生抽测比例　　　

目标 1
前后检测

方式
前测结果 后测结果 对比分析

如：音的

高低
听辨

40% 学生能

够听出
70%

有效性增值

30%

目标 2.3

传统的听评课中，听课者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色彩，

对某执教者的课堂评析停留在“印象派”，无法对课堂教学做

出定量的、科学的、有证据和数据支撑的课堂评析。相比之

下，用音乐化的试题来检测教学效果，或是听辨音色，或是

模唱主题，或是识读乐谱，或是辨析音乐的各种要素 ... 记录

者用前后测的对比分析数据，来陈述课堂教学的最终效果，

可谓“任尔东南西北风，何如检测来定音？” 吴斌老师曾说：

“音乐核心能力有两个要求，一是培养学生对音乐要素的敏锐

感知能力，二是培养学生对音乐要素有正确的、有创造性的

表达能力，这两个能力就是核心能力。”我想，核心素养时代

的音乐教育需要学生拥有核心音乐能力，素养目标指向下的

音乐教学更需要用“观测”、“检测”等手段，给予教与学清

晰而准确的评价和指导。

综上所述，精准的测评让教学真问题浮出水面，倒逼教

学策略的智慧创生；而学科的特殊属性也在催生更为科学合

理的测评命题，更加呼唤有趣有料的测评工具，以便于更好

地服务于课程实施和精准地评价艺术教育。再者，用测教一

体化的视角引领教学，审视题型，已成为音乐教师当下的刚

需和标配。三年的科研历程，也让我们萌生了很多想法，例

如“聚焦素养的课时和单元教学目标如何设计”“以某课为例

进行目标检测与学科素养一致性的研究”“以某单元为例探寻

音乐教学新样态”“从命题出发追寻课程测教一体化”“单元

和学期命题的内容及方式”等等，都是我们将要付诸于实践

的新命题，研究意犹未尽，任重道远，期待与业界同人多沟

通，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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