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赋能“艺”前行 同心掬得满庭芳

——“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小学音乐教学新实践与新探索

张珉

随着新时代倡导“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当下，基础教育发展学生的学科

核心素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句口号，而是学科教师实实在在“革故鼎新”

的自觉行为。就小学音乐而言，不断更新的课程标准，不断基于新课标“教学评

一致性”的深入实践，促使学校艺术教育的管理、音乐学科教学的技艺、学生音

乐审美的体验等，都聚焦于学生音乐学科素养的发展上。《音乐课程标准》明确

勾勒出“四大核心素养”即：审美感知素养，音乐情感素养、艺术表现素养，文

化理解素养。基于小学音乐新课标，我们深刻的体会到：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为

核心,并积极主动地作用于学生音乐艺术的情感世界。当音乐艺术教育的“迭代

发展、赋能创新”成为求知小学音乐教师们的自觉行为，高质量呈现出“基于音

乐课标，追求审美核心”的音乐课程目标和附加值时，那么求知小学的音乐将呈

现崭新的音乐课堂局面。

一、“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音乐教研

音乐学科的教研组，不仅是音乐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研修平台，还是音乐教

师形成专业归属感与学科崇拜的发源地。求知小学音乐教研组，力求帮助音乐教

师提升 PCK（教师教学内容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简称），

实现让音乐教师经历着成长的蜕变而拥有教学上的自信和成就感，遇见更美、更

好的自己。”

求知小学的音乐教研组承担着徐汇区学科攻坚校的项目，形成了音乐课程从

单一走向多元，音乐教育从“艺术教育”走向“审美教育”的实践成果，音乐类

的奖项和师生个人获奖屡次刷新记录：

汪佳知:2018.11 月上海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评选活动中小学音乐学科一等奖；

2019 年 6 月荣获第三节上海基础教育青年教师爱岗敬业三等奖;

张珉: 2020 年获市教委和上海市红十字表彰我积极投身中小学在线教学视频课

录制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9 年 7 月《学习雷锋好榜样》舞蹈参加了《上海故事》杂志社协办的“上

海•新雷锋”新时代沪上雷锋故事的表演；

张珉、沈歆韵、张萌萌:

2022 年“青春放歌 唱响未来”上海市学生合唱节短视频 一等奖。

求知小学音乐教研组之所以能“迭代发展、赋能创新”，得益于我们一直以

来的关注常态、关注细节、关注师生成长，得益于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协作

力。无论是音乐常规课，还是教研公开课，亦或是参赛的优质课，都凝聚着音乐

教研组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节“徐汇区学科攻坚校”精品课的打磨过程，形成

了“四级呈现”模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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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校汪佳知老师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参加的中青赛教学评比课——《保尔

的母鸡》为例，我们音乐教研组基于“单元设计”的专题研修，为汪老师执教的

《保尔的母鸡》集体备课集体、磨课，实现汪佳知老师经历着成长的蜕变而拥有

教学上的成就——2018 年上海市中小学青年教师音乐学科教学评选活动一等奖。

音乐备课组在集体磨课中，紧紧围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小学阶段实施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工作的意见》精神与要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

元《保尔的母鸡》一课的教学设计与实施中，我们基于评价视野，试图将体态律

动嵌入教学过程，统整于教材内容，激发学生欣赏音乐的学习兴趣；我们试图合

理运用教学评价，探究小学中高年级音乐欣赏课体态律动运用的有效性。结合四

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元《保尔的母鸡》教材内容的分析和对具体学情的综合研判，

求知音乐组



我们依据《基于课程标准评价指南》确立了教学目标表述的“四要素”：1

①行为主体——目标的行为主体就是学生，所以一般在目标表述中可省略；

②行为表现——由适当、具体的“行为动词”和“行为对象”组成；

③行为条件——学生达成目标所需借助的方法、手段、工具等条件；

④行为表现程度——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程度描述。

根据四年级音乐课程的评价导向，我们制定了“体态律动评分规则”并作为

学生的学习指引。四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元《保尔的母鸡》音乐欣赏一课中，设

计了“摘星”体态律动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学习表现的活动情境中掌握知识，提

高学习的兴趣。《保尔的母鸡》音乐欣赏课中体态律动体验活动的嵌入，打破了

以往中高年级音乐欣赏课陈旧而单一的教学模式，通过“体态律动评分规则”学

习指引，学生可自由组合、自主选择难易度，每个学生都上台展示，并有获得成

功的学习喜悦。（图 2）

二、“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智能慧学

随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发酵，中小学音乐学科课堂中的信息技术运用步入了

“弯道超车”的快车道。音乐学科线下线上教学如何融合？如何运用技术提升课

堂效益？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校有东西两校，学生人数达两千多，场地十分有

限，要想实现学生都能体验一项乐器，有一定的困难。“迭代发展、赋能创新”

1 席恒 音乐学科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实践研究 【J】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 2017—22.



的智能慧学，促使我们开辟了信息技术手段的新途径。

以平板作为学习音乐为例：

利用平板学习音乐，可以不局限于一种乐器，它能使学生在随身乐队中体验

到不同乐器的音色。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主动实践、探究，让课堂知识变活，让生

活与社会变成学生的活教材。另外，不管是“库乐队”App，还是“随身乐队”

App，将各种音乐 App 引进课堂可以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实践活动，让所有想学

习乐器的无法实现的学生达成了愿望。

我校音乐组教师开展的“智能慧学”平板教学活动，开启了音乐学科信息化

环境下“融合型”的创新教学模式，创造并丰富了音乐教学资源，拓宽了学生的

艺术界域，“库乐队”App 与“随身乐队”与音乐课程的整合,实现了“迭代发展、

赋能创新”智能慧学的完美结合。

“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智能慧学,给予了我们的如下启示：

1、探索技术软件，为“教”与“学”赋能

我校音乐教研组用心开展教育研究活动，不断学习，围绕区级课题“探索音

乐教与学方式的改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课堂的教与学更有效”向学校提出

“智趣课堂”，进行主题式研修。万事开头难，当张珉老师、沈歆韵老师、张萌

萌老师拿到平板，打开随身乐队时才发现，同是音乐 App 软件，随身乐队与库乐

队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三位老师加班加点，用了一周的时间，才下载了 20

台平板音乐库的乐器。音乐组的老师们又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怎么操作随身乐队，

摸索学做音乐作品、弹奏、录频和制作音轨的方式，逐渐从一个小白成为制作音

乐的能手。

2、运用信息技术，为音乐课堂高效赋能

为了有效促进研修，音乐教研组采用“组团研习+同伴互助”的校本研修模

式。组团研习，即坚持写教学反思，通过反思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增长教师

的思考力和感悟力。同伴互助，即把个体的研究引向集体的研究，这也是音乐教

研组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师们围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课堂的教与学更有效”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在三、四年级教学中，我们完美实现了使用随身乐队来辅

助音乐教学。在实践研究中，我们先从微单元入手，聚焦三年级第二学期第五单

元《夕阳》。以歌唱曲《晚风》《黄昏》形成的小微单元，分析作品，理清关联性



的线索，提炼小微单元的核心概念——不同演唱形式所表现的夕阳西下的不同音

乐场景。

3、深化多元评价，为云端音乐课堂赋能

（1）巧用评价，增强趣味互动——在进行线上音乐评价时，可以借助网络

媒介平台的便捷性，如晓黑板平台的“晓讨论”功能，有效地支持学生以文字、

语音、视频等形式随时随地反馈学习情况，教师和学生都可以互相点赞或回复。

师生、生生互评的方式，充分尊重了评价主体，调动了学生积极性，激发了学生

学习热情。

（2）了解需求，有效解决问题——考虑到线上教学的特殊性，师生无法面

对面，教师无法切实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所以采取多元化评价方式至关重要。

除晓黑板平台中的“晓讨论”功能外，“晓调查”功能在线上教学评价中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师可通过“晓调查”发布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图片题

等众多类型的题目，以此了解学生是否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是否掌握学习内容并

运用实践，教学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是否太难等。完成调查后，还可以看到全班的

参与度。也可以查看每个选项的百分比及选择该选项的学生名单，以便了解班级

整体情况，并及时跟进个别学生的需求。

三、“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乐动云端

疫情期间，求知小学在笔者的主持下，承担了“上海市音乐空中课堂”三年

级第一期和第二期歌唱教学《春天来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给太阳提意见》

《黄昏》和音虫软件录制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上海市音乐空中课堂”的艰巨

任务，我们凝心聚力，用自身的音乐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完美的交出了《上海

市音乐空中课堂》答卷。

1、关注学生学习环境，助力智慧 “云”课堂

“上海市音乐空中课堂”线上教学非常特殊，我们听不到学生的演唱效果，

无法及时纠错，很多课堂活动也无法让学生体验和感受。三年级的学生随着生活

范围和认知领域的进一步扩展，体验感受与探索创造的活动能力增强，此刻正处

在从感性体验逐步向理性知识学习的过渡阶段。如何根据学生在家自主学习的现

状并结合课程标准、根据教学进度，设计有效的教学？为此，笔者在设计教案时，



适度降低了教学目标的难度，制定适宜的教学内容，设计好线上教案“剧本”；

（图 3）课堂语言更是细心雕琢，增加趣味性，课件制作也更加清晰直观。

（图 3）

2、挑战与乐趣同在，用新思路打开教学视角

“工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上海市音乐空中课堂”线上教学最大的挑

战——如何避免由于线上直播导致的场地限制、师生交流障碍的问题。在以往的

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会根据音乐教学的四大要素——听、唱、动、奏来设计丰

富的活动。线上教学时，教师不能站在学生旁边听他们的演唱而随时进行调整，

无法与学生面对面律动，不能演奏各种丰富的乐器来辅助学生学习。因此，针对

三年级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运动能力的发展特点，我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从

音乐要素中音的高低、节奏、旋律、力度四个方面实践，让学生体验了“我的身

体会唱歌”的真正价值。

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节课为例，教师先用一段新疆精彩风光片作为导入，

给学生带来了丰富的感知体验，帮助学生了解这首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在介绍

歌曲中反复出现的新疆典型切分节奏时，启发学生用身势律动的方式，随着老师

的视频边唱边跳，感受歌曲中节奏特点，让音乐表现的形式生动有趣。

“迭代发展、赋能创新”的小学音乐教学新实践与新探索，使我们音乐教师

能形成对音乐艺术教育事业的虔诚信念。因为，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中,“音乐



素养”不仅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更因为，新实践、新探索让我们“聚

身性”一样深刻体悟——音乐素养等不仅仅是音乐理解,音乐素养（总是包括聆

听素养）是多维的有效的理解和实践。音乐的审美感知素养，音乐情感素养、艺

术表现素养，文化理解素养，涉及一种多维的、相关的、连贯的、生产的、开放

的和教育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倍感对音乐教育事业、音乐学科教学以及积极主动

发展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崇拜和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