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音乐跨学科教学初探

摘要：2022 版新课标强调突出课程综合①，即跨学科教学。用于加强不同艺术之间、

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艺术与社会生活和自然等的关联。跨学科融合各学科，突破原

有学科的局限，使得学科间互相成就，辅助本学科素养落地，是当下音乐课堂改革的核心要

素。本文通过对跨学科概念的界定与解读，总结了跨学科的分类、特征与意义，并强调落实

课堂。通过课例，分析艺术、非艺术学科如何更好的与音乐学科相融合，最后助力音乐学科

素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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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各类仪式往往需要打击乐的配合，即体现了礼仪又烘托了氛围。在斗争中，涌

现了一批批革命音乐家，用音乐的形式传递红色精神，为全民抗战的可能种下希望。现今，

无意间走到超市，都会被超市里播放的快节奏贺新音乐所打动，总感觉年味十足而为此大买

特买。从古至今、由远至近可看出，音乐本身就带有兼容性的基因，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少有

独立存在的意义。对于现今音乐课堂，跨学科的提出从理论上说是顺利成章的，但在操作过

程中，大家还是困惑于“怎样算跨学科？能跨哪些学科？跨学科时的界限又如何？...”等

种种疑惑。

一、跨学科的界定、意义与特征

有些老师对“跨”无从着手，源自于对概念的模棱两可，或者不知其真正的价值。在课

堂实践之初，理应先认知跨学科基本要素，即“什么是跨学科？跨学科的意义？跨学科的特

征？”。

（一）界定

对于跨学科主体学习的界定，张华认为是②“基于跨学科意识，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学科观念以及跨学科观念，解决真实问题的课程与教学取向”。通过上述界定，我们可以看

出跨学科是属于横向组织的整体知识观，相对于以往学科间纵向的二元平行，跨学科的出现

使学科间产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联，而这些关联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学科所产生的主动

关联。

（二）意义



传统逻辑上大家会认为，跨学科能让学生对课堂产生兴趣、能拓宽知识面、能用其他学

科的逻辑去解释、解决自己学科的问题，这是老师基于课堂角度的预判。陈鸿铎教授提出③

“学科间跨度越大获得的知识的互补性越强,对学科发展产生的启发意义可能很大,学科间

跨度越小获得的知识互补性越弱，对学科发展产生的启发意义可能较小”，陈鸿铎教授的提

出则是从如何使跨学科教学最大收益化的角度，也间接回应了大家的疑问，即“能跨哪些学

科？”。当我们扩大视角去看待跨学科，当所跨学科不再受限，万事万物皆可产生关联，老

师们的备课与教学的广度由此变大，学生们在无意间吸收的素养面也同步增大。学科间的互

相融合逐渐转变为互相成就，即用其他学科去应证或解释自己学科。跨学科教学的有力发展

会转变为学生的变通与思辨能力，即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观测一个主题，由此人们的思维

得以无限量拓展。这与适应新社会，这个多元、丰富、骤变时代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促发

完整“人”的教育落地现实。

（三）特征

1、多视角

以小学自然课为例，老师准备讲述声音的震动，为了使学生理解声音震动对于我们的影

响，老师举例从音乐的角度震动会演变为声音的高低或乐音噪音的区分，美术的角度震动频

率的高低可以表现为短波浪线与长波浪线的区别，从生活的角度震动频率的多少也是分辨雷

声、爆炸、地震的依据。由此可知，同样一件事物，在不同的领域和场景中所体现的意义是

不同的，这就是由跨学科带来的多视角。学生从不同侧面去观测同一事物，随着观测角度不

断扩展延伸，学生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刻。任何一种文化、知识的产生与发展都

是时代之下的综合产物，既然产生的原因是综合的，那理解的侧面也可以是多元的。而这正

是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只有当“视域 融合”，即不同的视界相遇并

达成理解时，我们才能超越原来的理解，规范自己的行为，陶冶情操，提高艺术修养。

2、联结性

余丹红教授提出④“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有三层关系:一是音乐学科内部的知识

综合，也就是教材中课堂练习常见的综合与应用;二是艺术门类内部的互通,如音乐与舞蹈、

音乐与戏剧等;三是音乐的跨学科主题学习不仅是学科内部知识的综合，还要主动去跨更远

的界。”余丹红教授的层层破解，给音乐跨学科教学指明了路径，从表到里不断深层次的进

行跨越融合。传统课堂，我们习惯于用音乐去解释音乐，就知识讲知识脱离感性纯粹理性，

课堂的单一会让学生们感到无趣。而当我们设计一些体验性活动，我们势必需要融入多元的

形式，跳与演不自觉地就被运用了起来，此时的课堂虽活跃了，但学生能体验到的仅仅是某



首作品的某种感受，这与现今的“就课教课”类似。为了不断挖掘音乐作品的内在，我们势

必会牵扯出作品背后的文化与内涵。比如一首艺术歌曲，它的歌词或许是文言文，是那个时

代那些人们所抒发的感情，而经由现代作曲家的理解谱写成歌，那如何理解这些歌词意义？

诗人们借物抒情的背景又是如何的？作曲家的创作动机是什么？那个时代的民俗又会怎

样？等等等等...。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是无法用音乐去解读的，而这些问题又紧密关联着

作品，这时就需要跨界的辅助去帮助学生理解作品。所以跨学科的联结性是基于情境之下的

主动需求，是学生为了解决问题的法宝。当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指出，跨学科主题占本学科总课时不少于 10％，而并非 100％。跨是基于情境需求的跨，切

勿为跨而跨。所以无论是学科内部联结还是外部联结，都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来定论，我们都

需要清楚这些联结的目的是为的什么！

二、音乐跨学科教学的分类与特点

（一）跨学科类型 1：艺术门类学科的融合（以美术、戏剧为例）

通过余丹红教授对于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三层关联分析，我们了解到音乐学科所能

“跨”的学科范畴是由近及远的。音乐、美术、戏剧等等同属于艺术学科，艺术是感性化的，

即个人感官主导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中的白天与黑夜，对于音乐来说或许是明亮与低沉之间

的音色区别；对于美术来说或许是绘制中的斑马线条；对于戏剧来说或许是角色善良与险恶

的区分。而这些感性化的认知时常可以偷换概念彼此代替，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感受

方式与表达方式。如美术中的色彩与音乐的情绪可以相互对应，红色是张扬的显示高调与气

魄、灰色是阴暗的显示不满与沉沦，而当学生听到某一段激扬或悲伤音乐时，可以选择色块

或者绘画的形式进行表达。以此类推，音乐节奏的长短与美术线条的长短、音乐乐段的结构

与美术的构图、音乐旋律的跌宕与美术线条的起伏都可以进行关联。无论是情绪、节奏或是

结构与旋律都属于音乐要素，以上的融合是音乐要素与美术要素之间的互通。再如，戏剧中

不同人物性格与不同音乐主题可以相对应，在音乐剧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音

乐主题，以导演苏西.泰普里顿于 2006 年 9 月出品的音乐剧《彼得与狼》为例，为了形容出

彼得的少年感，编配者用轻快、灵动的弦乐来演绎角色。反之，为了描写狼的邪恶与凶猛，

编配者用低沉有力的圆号来演绎角色。学生可以通过演绎不同角色，体验角色的心理与处境，

最后能认同并理解不同主题中旋律、音色等等音乐要素与人物剧情发展需求的关联。以此类

推，戏剧剧本与音乐结构、音乐风格与戏剧风格、音乐内涵与戏剧主旨等等都可以进行关联。

而以上的融合也是音乐要素与戏剧要素之间的互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门类的融合



都是建立在音乐学科所需要表现的音乐要素之上，而当这些要素进行结合，最后又是以形成

音乐情感的表达为最终目的。

（二）跨学科类型 2：非艺术门类学科的融合（以自然科学类学科为例）

从图 1⑤可以看出，音乐与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存在音乐核心素养，即审美感知、艺

术表现、文化理解上的关联，而与自然科学类学科并没有直接核心素养上的关联。那是否等

同于音乐只能与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融合呢？从此前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言论中已经

帮我们回答了这个疑问，从学习者高收益的角度，更远的跨界能给予的素养面是更大的，那

如何来进行更远的跨界呢？既然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科并无核心素养上的关联，那无论

是音乐被跨还是自然科学类被跨，两者互为作用的方式应基本保持一致，让我们先从“被跨”

看如何去“跨”。

图 1

以高中生物课为例，老师授课主题为“自主神经”，即人类机体的控制系统，其系统掌

控着心率、血压、情绪等身体体征。为了使学生亲身感受到“自主神经”带给身体的变化，

老师特意让学生带上监测仪，并准备了三段音乐，有恐怖的、欢快的、抒情的，让学生观测

听过不同音乐后自己的心率起伏，最后个性化总结“自主神经”在不同情绪作用下身体所产

生的变化。老师把音乐当作一种能制造情绪的工具，引导学生观测“自主神经”与“身体体

征”的联系。以小学自然课为例，为了使学生观察声音是如何产生的，老师会拿出很多不同

大小的乐器，让学生在敲击中感受不同幅度的震动。从而总结声音是由于震动而得来。此时，

老师把乐器作为一种能制造震动的工具，引导学生观测声音发声的原理。由此看出，“工具”

式跨学科更普遍的存在于核心素养并不相关但教学内容涉及的学科融合之中。



所以，当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时，可以是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直接挂钩的相关

学科，学科间核心素养的关联能方便学生迁移已有认知或感受于新的课堂之中。同时，也可

以融合虽核心素养不一致但音乐课堂需要涉及的学科，以“工具”的方式辅助音乐科学的课

堂需求。

三、跨学科理念在音乐课堂中的应用

（一）音乐与艺术门类学科（举例戏剧）

通过以上论述，音乐与艺术门类学科的融合是为多元的感受、表达音乐要素而服务，最

终能汇聚成音乐的情感表现。

以小学低年级音乐作品《小红帽》为例（见图 2），歌曲的情境是主人公小红帽独自走

在僻静的小路上正为外婆送糕点，全曲情绪欢快活泼，但歌词中却出现了大灰狼，歌曲的情

绪与歌词的内容都未描述“大灰狼”，孩子们对歌曲的表现与理解受限于“小红帽如何战胜

大灰狼”这一点，这时就需要利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填补出完整的歌曲情境，让孩子们在理

解中感知、体悟歌曲的情绪。在歌曲歌唱到“我要当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处，老师运用教

育戏剧的教学方式，先让学生扮演小红帽跟着音乐假设在僻静的地方谨慎的走一走，并用“定

格动画”的方式说停就停同步对学生进行采访，师“僻静的地方是怎样的？如果你是小红帽

走在僻静的郊外，你会听到看到些什么？你能把你看到听到的表现出来吗？”通过一次次律

动表演与讨论学生对于小红帽所处的危险环境进行假设与联想，这就关联了戏剧剧情与歌曲

结构。当学生进入情境之后，学生就能感知小红帽害怕的心情，随之则需要近一步进入角色。

师“大灰狼肚子好饿，他凶恶的站了起来（间接邀请孩子们自主参与），他从远处听到了小

红帽的歌声，他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伴随慢速版小红帽音乐行进），但他却没找到小红帽，

灰溜溜的走远了，小红帽躲在一棵松树后看着这一切，边唱歌边思考如何把大灰狼抓起来

呢？（弹奏小红帽音乐，请扮演小红帽的同学跟随音乐走动），音乐结束最后“定格动画”

采访小红帽你是用什么办法制服大灰狼的？没错，就在小红帽机智的应对后，大灰狼真的掉

下了陷阱，小红帽继续唱着欢快的歌前往外婆家咯！”在老师的一系列引导下，学生已经彻

底进入情境与角色，最后当老师再次弹起小红帽轻快活泼的音乐，孩子们都个个露出了欣喜

的表情，用高昂的歌声演唱出小红帽勇敢战胜大灰狼后的喜悦心情，此时歌曲的情绪才真正

被学生所理解。这就关联了角色个性并最终生成音乐情绪。



图 2

（一）音乐与其他学科（举例数学、科学）

音乐学科之所以需要“跨”或“跨”更远的界，在于音乐本体是无法充分解释音乐作品

本身的。当我们把音乐作品放置于大千世界中，作品能被挖掘的学科面就变多了，而不单单

仅仅是歌曲、乐曲所传递的有限信息，即歌词、旋律、音乐符号等等，作为全部感知、认知、

体验的范畴。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深化、升华音乐作品。

以 2024 版一年级音乐新教材中《小雪花》歌曲为例（图片 3），《小雪花》作为一首

三拍子律动的歌曲，里面大量出现了连绵的附点二分音符，模拟了雪花缓慢飘落的情境，歌

曲情境表现了小朋友们对晶莹剔透雪花的好奇之心与喜爱之情。由于上课地区位于南方，南

方孩子又很少见到雪，所以课堂先从介绍“雪花”为何开始。师“雪花是如何产生的？是由

水蒸气上升到天空凝结成冰晶而形成”，这是科学课四年级“水循环和天气现象”单元中的

内容，通过联结科学课，老师把科学现象的解释作为学生认知雪花为何物的“工具”。再如，

雪花是轻盈的，5000 千朵小雪花等于 1 片叶子的重量，这一年级数学课的概念“等量代换”，

当孩子们对雪花的重量有了深刻感知，就能迁移之前数学课中的认知到之后的音乐学习中。

既然雪花这么轻，那雪花音乐形象所表现的力度就会“弱”，随之音乐表现中的演唱力度、

演奏力度、舞动力度都可以基于“弱”的理解。通过联结数学课，老师把数学图示作为学生

感知雪花重量的“工具”。



图 3

四、结束语

以上论述中，阐述了跨学科的界定与意义，明确不限制所跨学科的门类；描述了跨学科

的典型特征为“多视角”与“联结性”；把跨学科的分类区分为艺术学科间与非艺术学科间，

艺术学科间要以“音乐要素”为跨越的起点，以“音乐情感”为跨越目的，非艺术学科要以

能辅助音乐学科教学需求为初衷；最后用一个个课堂案例回应“跨学科”是如何有效作用于

音乐学科并落地学科素养。

“跨学科”并非是简单的不同学科间内容的叠加，而是学科间内容的相融合。在刚性有

限教学时间内，我们做不到样样通，样样通的结果必定是样样松，这就是典型的为跨而跨。

这里说的联结，而非另开炉灶增加课堂的承载力，应该是建立在融合基础上的为“需”而跨。

不应增加学习难度，也需守住学科主体底线，明确“跨”是手段而非目的。

跨学科的兴起是学科间打通壁垒的方式，无论是核心素养上的关联，或是主题内容上的

关联，学习者的学习空间与教学者的教学空间都被扩大，不仅学生得到了高效益的学习回报，

也促动老师蜕变为集教学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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