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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与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的发布带来了我国音乐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重

大变革。它促使每一位音乐教师首先从一个更为宏观的、

立体的角度去思考，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需要

具备的知识、能力、方法、态度与品格，然后再从学科

特点出发，思考音乐可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助

力。因此，注重学科知识、技能、情感传授的音乐教学

设计已无法满足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唯有通

过“大单元教学设计”，才能促使教师像学科专家那样思

考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核心素养与大单元教学概述

（一）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指向人的本质和精神，是一个人在成长与

学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与满足自身发展

需要所需具备的关键品格与能力，涵盖人文底蕴、科学

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方

面。核心素养作为最基础的教育目标，与素质、素能等

教育理念相契合，是教师实现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

教育的中间环节。对小学音乐学科来说，其核心素养教

育更侧重于对学生思想品德、责任意识、创新思维、交

流协作等能力的培养。

（二）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涵盖结构系统、构建主义、核心素养发

展等思想，是大单元下各章节课程教学的结合体。教师

需要站在整体和系统的视角，建构大单元知识体系，大

的教学情境，大的思考与想象空间，通过发挥学生主体

学习作用，使学生在处理问题中实现智慧的升华与素质

和能力的提升。对小学音乐教师来说，应当围绕学生的

兴趣发展水平、学习需求程度、情感态度变化等，建构

富有趣味和意义的课堂，通过指导学生学习音乐，让学

生学习多种类型的音乐，理解音乐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

让学生参加音乐演讲、演唱等活动，增强责任意识；让

学生自主创作音乐，锻炼创新思维能力；组织学生合唱，

培养学生合作交流能力。通过这样的大单元教学，使学

生实现核心素养的发展与音乐能力的建构。

二、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的

策略

（一）研读教材

大单元教学要统筹协调单元内的教学材料，其内容

复杂，知识点繁多，研读教材是音乐教师的首要任务，

只有对教材中的作品分布和知识构成都了如指掌，才能

清晰地构建教学目标、策划教学任务，从而将教材中的

学习资料做合理、有逻辑的教学安排，例如：哪些作品

是训练学生歌唱技能的、哪些作品是培养学生听辨能力

的、哪些作品又是为了锻炼学生音乐创造力的，这些都

需要音乐教师有清晰的设计和规划。基本课堂依然是以

课时为教学单位，为了把教学内容进行阶梯性整合，音

乐教师在设计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之前，需要

以大的单元目标为考量。教学目标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我们应该以大单元为导向进行备课，从单元总视角对单

元内的全部音乐作品进行类比、总结，分析其共同点和

异同点，教师可利用思维导图来概括大单元的学习脉络，

将大单元教学环节的思维、记忆点、逻辑进行图示，而

此时的框架要比原先传统单课教学中单元知识框架复杂、

缜密，囊括范围更广，学习程度更深。以第五单元《泥

土的歌》为例，本单元四首音乐作品分别是：云南民歌

《放马山歌》、陕西民歌《脚夫调》、湖南民歌《澧水船

夫号子》、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本单元在教材设计

中的教学任务是要求学生了解中国民歌的体裁、风格，

说出山歌、号子、小调的代表作品，正确看待传统民歌，

并能唱出两首民歌作品。从大概念出发，就不能以单首

歌曲为单位进行教学，音乐教师需要从不同知识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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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重组四首歌曲的异同点，构建成知识体系，学习

内容落地实践、应用、迁移。从体裁上分析，这四首民

歌中《放马山歌》《脚夫调》《槐花几时开》属于山歌体

裁，《澧水船夫号子》属于号子体裁，音乐教师需要将课

后活动练习板块当中的小调作品江苏民歌《孟姜女》与

四首民歌放在一起做欣赏和学唱，学生才能对民歌有完

整的、对位的认知，否则就缺失了小调体裁的示例；从

歌曲内容上来讲，这五首作品的演唱情境是不同的，《放

马山歌》是牧马人的游牧生活，《脚夫调》表达脚夫的赶

脚心情，《澧水船夫号子》是船夫在劳动时鼓舞士气的旋

律口号，这三首均是在劳动时演唱的歌曲，而《槐花几

时开》是描述少女思念情郎的怀春情结，《孟姜女》讲述

的是孟姜女夫妇生离死别的故事；从歌唱形式上讲，《澧

水船夫号子》是一领众和，其余四首均为独唱，《槐花几

时开》从表演情境上看有一句是“娘”的唱词也可作对

唱表演；在鉴赏、模唱歌曲《孟姜女》时，需要讲解其

旋律创作手法：鱼咬尾，要求学生尝试创编几句鱼咬尾

旋律，如果把《孟姜女》放在活动课去单独学习，就会

很突兀。本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民歌，民歌的独特唱腔与通

俗歌曲截然不同，学生需要分辨不同风格歌曲的音色、唱

法，并能对单元内的民歌作品做出比较，音乐教师还可以

将一些“民歌新唱”的音频资料作为拓展，让学生了解民

歌新时代的审美。此外，还应对教材内作品做合理的阶段

性教学规划，不局限在教材之内才能让学生通过多角度认

识民歌、热爱民歌，形成健康、正确、多元的音乐审美。

（二）明确单元教学的目标和达成标准

在上一点中“怎样做”环节就已经触碰到教学标准

的部分，明确教学目标和可用的衡量标准是保证教学质

量的重要一环。小学音乐的教学总体目标为培养学生的

学科核心素养，大单元教学目标以“大概念”为基础，

在拥有相对具体的预期成果后再进行评估标准的设定，

标准更加明确清晰。以《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的舞蹈创

编为例，想要充分表达这个故事，不仅需要小学生两人

一组分别扮演洋娃娃和小熊，还要根据音乐的变化排列

队形，用队形表达洋娃娃和小熊的未相遇和相遇，用单

人动作和双人动作区分洋娃娃和小熊的舞蹈关系。想要

达成这些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

充分理解《洋娃娃和小熊跳舞》音乐的故事内容，引导

学生用舞蹈动作、队形变化、搭档之间的肢体动作交流

表现音乐故事的细节。在“用舞蹈表达故事”的任务驱

动下，学生可以真正理解舞蹈的含义，具备一定的舞蹈

创编能力和表达能力。教师衡量学生课堂学习效果的标

准需包括“能正确理解音乐故事”“能用肢体动作模仿

人物形象”“能用肢体动作、队列变化表现音乐故事情

节”“能用固定的动作组合表达相似的故事情节”。

（三）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情境

情境对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而言比较重要，能够带动

学生去理解音乐故事，带动学生对音乐内容进行表达和

创作。情境的创设要符合音乐内容，加入学生感兴趣的

元素，充分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参与

兴趣，为开展音乐教学活动奠定基础。创设情境的方式

主要包括多媒体创设、故事创设、问题创设等，充分调

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以多媒体情境为例，教师借助多媒

体设备为学生播放与音乐相关的音频视频，就是一种创

设情境的方式。例如，用过年时期各地贺岁的锣鼓队表

演营造过年的氛围，播放有关贺新春的音乐作品，引导

学生从中发现、分辨锣鼓声音，带动学生关注音乐中的

鼓点节奏，引出节奏与音乐情感、音乐氛围营造的关系。

又如在民歌学习中，教师可先不进行随琴唱谱教学，改

为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当地风景视频，搭配上民歌作为

背景音乐，视听双管齐下营造音乐课堂氛围，帮助学生

发现民歌音乐旋律、节拍的特征，发现民族舞蹈动作与

民歌的关系。多媒体所营造的情境往往比较多维，充分

利用学生的视觉、听觉感受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

生参与音乐课堂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助力完成大单元教

学。情境教学法与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结合，有助于化解

传统音乐课堂教学让学生产生的畏难情绪，有助于带动

学生在欢乐的唱歌、跳舞、表演中感受音乐，有助于培

养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毕竟，很多学生并不喜欢唱

谱，也不喜欢练声，但所有学生都喜欢有趣的、欢乐的

活动，喜欢在轻松的氛围中随意舞动肢体。

三、结语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小学音乐大单元教学改革不是

一蹴而就的，教师需要加强对核心素养概念和大单元教

学内涵的理解，重视二者的有机融合，为学生的音乐素

养和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树立素养理念，优化教

学设计；建构教学情境，培养音乐情感；搭建学习支架，

推动能力发展；开展表演活动，深化音乐理解；完善评

价机制，提高教学效果来落实核心素养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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