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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

意实践”和“文化理解”为音乐学科的核心素养，这已经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

大单元教学自提出后各学科从课时教学模式转为大概念、大单元教学模式，在推动核心素养的

落实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国内教育界在大单元教学研究中已有显著成果，但结合核心素养

进行大单元的实践研究仍有空白。基于此，本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初中音乐大单元教

学研究载体，以核心素养在大单元中的应用作为突破口，构建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的教学思路。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音乐大单元教学的实践提供更为明确和可靠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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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乐核心素养与大单元教学

1.1音乐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逐渐构建起适

应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能力和品质。它涵盖了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并注重学生在培养过程中

的体验和感悟，而非单纯追求结果。音乐课程核心素养包括

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四个层面。审美

感知素养强调对音乐特性的感知和理解；艺术表现素养则注

重通过歌唱、演奏等活动展现音乐美感；文化理解素养则是

音乐核心素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涉及对音乐背后文化的深

入理解和认知；创意实践涉及到学生对旋律、律动、舞蹈动

作等音乐元素的二度创作。

1.2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聚焦于大主题或大任务，通过对学习内容的

深入剖析、整合与重组，构建一个结构化、多课型融合的教

学框架。大单元框架包含明确的主题、目标、任务、情境、

活动及评价等要素。从定义上看，这种教学方式从系统知识

学习的视角出发，针对那些知识结构清晰明确的学科设计单

元内容。尽管它超越了单课知识传授的局限性，但尚未从整

个课程的宏观视角来界定单元教学设计的完整范式和内在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18

逻辑。

2“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教学案例设计

2.1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思路

当下大单元教学发展了多种不同的设计思路，笔者根据

当下现存可查资料进行分析后，总结为以下四种：一是基于

音乐教材内容进行主题整合，将初中学段不同学年或学期的

教材曲目进行整合梳理，分成几个大板块，让学生对本学年

或本学期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二是基于教材顺序

进行大单元教学，例如人音版七年级下册共有 5个单元分别

是“行进之歌”“影视金曲”“天山之音”等，大单元整合

可根据时间为主线，设计“异域风情”和“中国之旅”两条

主线进行大单元教学内容。三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分类

的大单元教学，即将整体教材曲目分为艺术核心素养四大部

分。四是“项目式”大单元设计，即确定一个项目主题后，

以项目化为导向，进行单元整合。本案例为第三种大单元教

学设计思路，即基于艺术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大单元教学，其

设计思路具体进行以下展开：

2.1.1研读课程标准，确立主题

大单元教学主题的确立是进行大单元教学的第一步，而

在此之前，无论使用何种大单元设计思路，对于课程标准的

研读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教学本次案例主要基于核心素养

进行大单元设计，单元主题为以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为主。

因此，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课大单元教学可从“艺术表

现”“审美感知”“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部分进行

展开，或继续细分，如针对“创意实践”理念，我们可以以

“欣赏”、“表现”、“创造”和“联系”四大要素为框架，

全面涵盖 14项音乐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应依据不

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发展需求，设置各有侧重的音乐学习任

务，并将这些学习内容有机地融入各个学段的教学之中。

在“欣赏”方面，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聆听不同风格

的音乐作品，提升对音乐美的感知能力；在“表现”方面，

鼓励学生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在

“创造”方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让他们尝试创作简单

的音乐作品；在“联系”方面，引导学生将音乐与其他艺术

形式或生活实践相结合，增强音乐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2.1.2研读教材、确立课时顺序、透析作品

人音版初中音乐教材共分 6册，每册均有简谱、五线谱

两个版本，每册设置了 5-6单元，曲目总数 142首。在此基

础上，每册教材还分为“欣赏”“演唱”“知识与技能”“实

践与创造”等几个板块。每个单元均有一个大概念主题：例

如对新疆各民族传统音乐的认识，主要涉及新疆各个少数民

族器乐曲、曲艺、民歌，如《青春舞曲》《赛乃姆》《在那

银色的月光下》等。从音乐知识的角度来看，有的单元凸显

了某种节奏型的学习，如人音版七年级上册“欧洲风情”单

元中《桑塔·露琪亚》《友谊地久天长》主要学习附点节奏、

八分音符等。单元题目有的以音乐素材为主题，如《行进之

歌》《缤纷舞曲》；也有人文主题，如《歌唱祖国》《天山

之音》。基于此，教师在教学时应贯通教材不同单元中的乐

曲。在确定大单元主题后，教师应深入分析授课年级教材中

各个作品的文化内涵，包括乐曲背后的国家、民族、创作人

群或作曲家、以及所表达的感情思想等，均可助于教师实现

育人目标，也是核心素养中，落实“文化理解”的关键。其

次，教师在作品分析时，要对作品的旋律、节奏等音乐要素

进行梳理，和重点要点的归纳，这些音乐要素是实现学生“审

美感知”与“艺术表现”能力的基础。最后，教师要将大单

元内容选取进行内在关联性总结，根据具体教学要求、情景

设定确认教学顺序，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展示相应的曲目。但

无论如何调整，教学内容都应围绕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展开。

2.1.3梳理本单元内容、创设情景

基于核心素养展开的初中音乐大单元教学设计可从“艺

术表现”“审美感知”“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部分

进行教材梳理。同时根据不同学段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目

标与重难点，并将大单元音乐设计内容进行挑选后放入各个

学段，在此基础上创设不同的情景进行教学。

以创意实践为例，本案例选择“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为

大单元主题，选定七年级、八年级上、下册教材中的少数民

族民间音乐进行资源整合，同时把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题材分

为：民歌、器乐曲、舞曲三类，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少数民

族民间音乐大单元教学。

2.2“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单元曲目与课时划分

本案例共包含 8首乐曲/歌曲。其中有人音版音乐教材中

“草原牧歌”“天山之音”等单元中共选取的中国各民族、

各题材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其中民歌有：《青春舞曲》（维

吾尔族）《银杯》（蒙古族）《献上最洁白的哈达》（藏族）；

器乐曲有《歌唱吧，我的库木孜》（柯尔克孜族库木孜）、

《万马奔腾》（蒙古族马头琴）；舞曲有《热巴舞曲》（藏

族）、《彝族舞曲》（彝族）《瑶族舞曲》（瑶族），根据

以上 8首作品，本大单元划分为三个课时，第一课时为舞曲

主题，《热巴舞曲》、《彝族舞曲》《瑶族舞曲》；第二课

时为器乐曲主题（欣赏课），包含《歌唱吧，我的库木孜》、

《万马奔腾》；第三课时为民歌主题（演唱课），包含曲目

《青春舞曲》《银杯》《献上最洁白的哈达》。

“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教学通过精心整理与编排

教材，精选了不同民族的舞蹈音乐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这些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不仅增强了对音乐的喜爱，更能深

刻体验音乐与舞蹈、乐器等艺术形式的融合之美。

2.3分析学情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认知程度、心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19

理发展状态、知识掌握能力等等，但在这之中同样也存在共

性，教师在指定大单元教学目标时，应该充分了解不同学段、

不同班级学生的共性。从学生层面上看，初中生正处于情感

发展起步的阶段，因此，在七至九年级学段，教师应当关注

到学生在课堂中的专注时间，大脑疲劳期，把握课堂黄金时

间，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前 10-15分钟，后段课程应当以

趣味性的活动为主，避免影响学生对课题的感兴趣程度。

3“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教学实施

3.1学生在“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学习课堂表现

在第一堂课上，教师设计了一个有趣的音乐之旅的情景，

引导学生进入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七八年级的学生们对学

习少数民族舞蹈动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他

们迅速理解了各个少数民族音乐中节拍、速度和旋律走向的

重要性。在声势律动和打击乐伴奏环节，学生们展现了创造

力，设计了各种多样的律动和伴奏方式。学唱《青春舞曲》

时，孩子们的表现更加热情，因为新疆音乐形象鲜明。在这

样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学生们迅速领悟到民族舞曲起源

于民间，具有轻松自然、飘逸洒脱的特点，与现代舞蹈形成

了鲜明对比。

在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堂课上，教师仍以音乐之旅作为

音乐表演的形象进行情景创设，学生们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由于他们在第一堂课上已经扎实学习了相关文化的东西，

因此能够迅速从音乐中抓住要点。通过对乐曲的深入分析，

学生们能够准确理解不同民族音乐的艺术特征。

3.2基于核心素养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大单元教学

课例分析

“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单元的教学中，我从音乐特点这

一相关艺术形式的结合为出发点，关联了单元整体的曲目。

在以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为主题的大单元背景下，我选取了能

够有针对性地学习并能落实核心素养的素材和乐曲。同时，

我也对单元教学中重点音乐要素进行了整理、总结和聚焦。

3.2.1情境在课堂中的贯彻

学生需要在有寓意和意义的情境中进行创设。某种能力

的培养不仅仅依赖于单一的情境，而是通过一系列课时中连

贯的知识点与情景来实现。本单元旨在建立一个学习惯性，

将其巧妙地融入愉悦的情境中。在不同课时教学中，学生不

仅能够对知识有一个完整的掌握，还能够进行有创造性的音

乐表演或打出节奏，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更深刻地

理解和领悟本单元的主题。

3.2.2作品要有内在关联

在进行大单元教学时，应以具有关联性的知识内容和教

学安排为基础，整合并适当补充其他教学素材。通过合理划

分和关联教学内容，教师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教学顺序的规划，

确保学生获得全面且深入掌握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教师会

运用类比和对比的教学方法，强化音乐体裁相关内容的内在

联系，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学生不仅能够

深入理解教材中的音乐作品，还能对音乐的相关音乐知识与

文化形成整体的认识。

3.2.3单元课时的循序渐进

在准备阶段，我规划的教学流程包括引导学生聆听和表

达音乐，帮助他们感受音乐元素。随着教学的推进，学生逐

渐能够自主地进行音乐类比聆听，并在此基础上创新音乐表

演。这一从模仿到改编的过程，有效地反映了学生能力的真

实提升。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得到了充分激

发，取得了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这种实践不仅证明了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的正确性，而且在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

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能力的不断提升。

4总结

音乐大单元教学与传统教学法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学生主动性与参与度、知识体系构建、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

维培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它们又相互补充，共同

促进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其中，音乐大单元教学将音乐理

论、实践技能、创作表演、音乐历史与文化等多个维度相结

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教师围绕特定主题或概念组

织课程内容，鼓励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大单

元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索，通过实践与创作活

动，如即兴演奏、改编乐曲、策划音乐会等活动，提升学生

的音乐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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