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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音乐新课程改革的纵深发展，先进教学理念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亟需教师通过大量富

有创造力的教学活动来体现。作为沟通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中间环节的教学设计，是拥有

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专业程度的重要体现，是教师创新能力的试金石。唯有把握住这一环

节的灵魂——龟U新，才能真正以智慧启迪智慧，以教师的创造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激活

音乐教学。本文从音乐教学设计本质研究入手，探讨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本质，通过对该

问题的理论以及实践模式的探索，就音乐教学设计如何进行创新问题作一番阐述。

本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音乐教学设计本质的理论基础进行综述，首先从四个

方面介绍了教学设计创新的理论基础，即，人类学基础、创造学基础、教育学基础、设计

学基础。然后概要介绍了教学设计的发展，阐明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内涵、特征、创新本

质以及创新的必要性、三种教学设计模式——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建构主义教学设计

模式、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模式。第二章为本文重点，着眼于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实践探索，

就音乐教师如何操作活动建构教学设计创新模式进行具体阐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学习

活动的设计、学习环境的设计、学习动力系统设计、设计的评价与反思。在音乐学习活动

设计方面，从音乐活动任务或主题设计、音乐活动基本流程的设计、音乐活动监管规则的

设计、音乐活动评价规则的设计四个纬度结合案例具体阐述。第三章为创新性音乐教学设

计实施建议，就创新性音乐教学设计实施原则和创新性教师素质两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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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musical currieulum reform，the advanced

instructional ideal for guiding practice only can be shown by abundant creative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teachers．Instructional

design，which is the core between instrucfonal theory and practice，i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to assess if the teacher is professional as well as the touchstone to

check teacher’s creative competence．Only catching the spirit—innovation．

musical instruction can be activated to achieve that teachers’wisdom and creation

can inspire students’．The thesis researches essence of mus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as beginning，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essence，explor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mode and expatiates on how to innovate musicalinstructional design．

There are three chapters in thesis．In the first chapter,it summarizes

theoretical basis of mus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essence from four aspects，

humanity basis。creation basis，instruction basis and design basis；then briefly

introduc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elucidate connotation，character,

innovative essence and necessity,three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s—objectivism，
construction and activity construction．The Second chapter,which is the key point

of thesis，is to expatiate in details on how to operate design mode of activity

construction instruction for musical teachers．It bases o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mus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innovation as the same time．Four aspects will be

mentioned as followings：design of studying activity,design of studying

environment,design of studying．motive system．appraise and rethink design．For

musical study activity design．this chapter expatiates from musical activity or

thesis design，basic course design of musical activity,supervision design of

musicaI activity,and appraisal design of musical activity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The third chapter provides suggestion for innovative music instruction design and

expatiates from both applicable principles of innovative music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qualification of innovative teachers．

Key words： mus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innovation，design mode of

activity construction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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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一、选题缘起

新世纪的课堂在经历一次深刻的教学转型，这种变革是从原本的“知识课堂”向“生

命课堂”的转型。不再仅仅将课堂教学视为知识传授的简单过程，不再将原本丰富多彩的

课掌活动简化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而是致力于使课堂教学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贴近

学生的道德生活、情感生活和审美生活，认识到只有如此才能真J下使学生获得创新和发展

的生命力。这样的转型，是在我们国情需要的大背景推动下产生的，不断发展的中国需要

的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实实在在的创新能力的人才，教育就是承担着这样的重任。

如果说教育是以心灵去启迪心灵，以智慧去点燃智慧，那么学生的创新也理应由教师的创

新活动去点燃。能否为社会提供创造型人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教育实施者的教师是否

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创新能力，能否以创造性的教学去开启学生的创新智慧。

近年来，特别是课改以来，对创造性教学的研究非常广泛，但其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对于教师自身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创新思维与能力的研究

不多，“创新”仅作为理念被教师接受。与大量新型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介绍引进相比，

关于教师如何去进行创新的方法、途径的问题未给予明确的回答。通过对教学实践的直接

和间接经验的梳理思考及大量文献分析后不难总结出，当今音乐教学设计确实已经向着创

新方向努力，并涌现出很多很好的案例，但问题也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分析参与全国优质

录像课评比的案例，即可发现存在“一窝蜂”的情况，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课件而课件

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教师在学期开始即完成所有教案的撰写工作，随后的一个学期晕

这些教案就再也无人问津，而音乐课堂还是按着原有的模式周而复始，在一学期的特定教

学周里，大江南北的音乐教师用着一成不变的方法上着一成不变的内容。究其原因，教师

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音乐教师因无从下手创新而继续套用旧有模式，或盲目

效仿他人的新颖教学设计而掉入另一种“创新”模板陷阱，教师自身仍无法形成创新思维

能力，反而成为别人创意的“盲从者”。因此，力求解决音乐教学设计环节中的教师创新

问题便具有其极高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只有明确设计创新的确切内涵，提供切实有效

的教学设计创新方法和教师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才能为音乐教师的音乐教学设计实践提供

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音乐学科作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学科之一，一直肩负着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责任，是学校

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学设计环节是音乐教师教学的第一环节，为教师的创新

能力的施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其能否创新直接关系到之后教师教学过程的创造性，关系到

教学结果的创造性，关系到新课程改革目标一“培养创新型人才”能否落到实处。对音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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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学设计创新问题的研究是我国音乐教学研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音乐教

学设计这一“理沦的后理性认识活动”(认识论中的“运用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研究价值

(一)音乐教学设计创新能够推动音乐课改的实旌

音乐课程改革自2001年9月启动至今己近六个年头，从《课程标准》的制订、出台到

新课程配套教材的研发、试用，再到由少数省的实验基地到全国范围的推广执行，五年多

的时『自j里，音乐课程改革紧跟着整个教育课程改革的浪潮不断地向前迈进。时至今日，这

场建国后最大的基础教育改革已走入具体实施操作阶段和调整阶段，在理性的审视、反思

走过的历程后如何调整步伐继续前行，如何将课程改革落到实处是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教学

工作者都应努力思考的问题。

纵观世界课程改革的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课程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并不像方案设

计者所预想的那样乐观。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一项变革方案被采用后，教师的行为只有

百分之十六符合方案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其余课程编制的计划在实践中没能得以实施”。。这

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课程改革的理想在实施过程中没能变为现实?为什么理论

没能很好的指导实践?其结症出自教师的操作环节，并首先反映在教师所从事的教学设

计。

教学设计是维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纽带，是先进教学理念的实践化设计，也是教

学操作的前期预设，它是教师智慧的凝聚，是教师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教学设计能否真

实体现先进教育理念，能否真正有效指导教学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目标能否达成的重要

保障，是国家亟需的创造型人才能否得到有效的培养的重要保障。将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

落实，掌握设计创新的技法，具备教学创新的能力是当前摆在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音乐教学设计创新能够加速创新教育的进行

基于创新教育的课堂教学研究将课堂不仅仅视为“教室在用来进行教学活动时叫课堂，

泛指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的场所”。，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指出：“第一，课堂不是教师

表演的舞台，而是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台；第二，课堂不是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场所，

而是引导学生发展的场所；第三，课堂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且更应该是探索知识的

场所；第四，课堂不是教师教学行为模式化运作的场所，而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

所”。。也有人用诗化的语言进一步阐述：课堂应该是“一个充满着众多生灵喜怒哀乐的地

。石鸥，刘丽群编著‘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P1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苦研究所讧J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版P717

o郑会州《垂构谶章'华东师范人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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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个从灵魂深处氤氲着丝丝甘泉滋润精神家园的地方”；课堂应该是师生生命的一部

分，是提升和完善生命的一个场所，是“点化和润泽生命的园地”。因而，它“更加强调

师生之『白J的互动，强调对智力的挑战，强调对激情的引发，强调生命对生命的呼唤，强调

人性对人性的交流理解，因此更具人文色彩”。。

课堂被视为一个促进人的生命不断获得发展的重要场所，被视为人的生命的“发展场”，

在这里，人(主要是学生，当然也包括教师)的生命素质、生命质量和生命境界理应得到

持续不断的超越与升华。这种“发展场”是由“思维场”——有利于学生高智慧的形成与

发展、“情感场”——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世界在一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不断得以陶冶与

美化、“生活场”——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使生命得以不断的成长三个部分组

成的有机整体。o

创新教育的这种“生命课堂”观，为教学设计的创新提供了一种生命的渴望。生命的

课堂需要生命体间不断地思维碰撞，需要创造为其提供不竭的动力，教师创造性的设计活

动是启动生命课堂的钥匙。只有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建构起“思辨的课堂”、“情感的课

堂”和“生活化的课堂”，才能实现学生的理性生活、道德生活和审美生活的和谐统一。

也只有在这样的课掌里，才能够让学生与教师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尊严、创造的欢乐和超越

的幸福，才能真切感受到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创新激情的澎湃奔涌。

(三)音乐教学设计创新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设计创新能力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新课程改革对传统教育思想带束

了巨大的冲击，音乐教师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在不断反思中完成自主发展的过程。在课改

的今天，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课改对教师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而提出的，尤

其是多年来我们广大音乐教师所熟悉的得心应手的教育教学方法、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新课

程的要求，而能够适应新课程改革要求的新的教育教学方法需要教师用最短的时问消化吸

收并运用到实践中去。

当今音乐教学设计确实已经向着创新方向努力，并涌现出很多很好的案例，但问题也

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分析参与全国优质录像课评比的案例，即可发现存在“一窝蜂”的情

况，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课件而课件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教师在实践操作中存

在着因无从下手创新而继续套用旧有模式，或盲目效仿他人的新颖教学设计而掉入另一种

“创新”模板的陷阱，教师自身仍无法形成创新思维能力，反而成为别人创意的“盲从者”

的现象。

o徐洁‘课程改革呼唤课，掌成为点化和润洋生命的吲地)当代教育科学2003(14)

。张击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的转型》山东教育；Ij版{}2004版P2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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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获得自身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形成真币的创新能力，

惟有具备这种设计的创新能力，教师的教学才可能具有鲜明个人风格，才能够不再成为别

人创意的“盲从者”。

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能够为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创新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

为其后这一问题的实践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的重要日仃提。在研究中借鉴设计学、教育

学、创造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论、活动建构教学论、建构主义教学理

论等是本文研究的坚实理论基础。这种跨学科、跨领域涉猎必定会拓宽音乐教学设计创新

问题的研究视野，能够从全新的视角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多种渠道和解决方案。

因此，本论文旨在立足于“音乐教师——教学设计——龟U新”这三个着眼点，以对具

体教学设计创新模式——活动建构音乐教学设计模式的探讨，为拥有教学主导地位的音乐

教师，在处于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中间起沟通作用的教学设计环节，如何把握住教学设计

的灵魂——创新，激活音乐课堂教学打开思路，提供一点切实有效的建议。

三、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外的教学设计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新兴的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从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教学设计是在综合多种理论的基础上随

着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在90年代，教学设计形成了集系统工程学、传播学、学

习心理学与技术为一体的“传统教学设计理论”。这种传统的教学系统设计以及融于其血

液中的学习心理学和系统工程学基因至今对教学设计的发展仍有重要影响。但在自世纪末

至今，教学设计理论又吸收了更多如建构主义、混沌学等等学科前沿理论，为其发展方向

提供了更为宽阔的选择。1993年，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的罗伦德(GRowland)在他出版的

(Design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中提出教学设计的设计取向(即创造观)这一观点，他

指出，应重视一般设计的研究，揭示教学设计与一般设计之间的联系，确立将教学设计视

作设计类型之一、作为一般设计的予系统的新观点。

正如上文所言，教学设计自诞生之日起就从其他学科中吸取最新鲜的养分，其自身的

发展过程也是诸多相关学科发展历程的凝练，众多学者因对教学设计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形成了众多教学设计的定位声音，在王升主编的《教学策略与教学艺术》一书中，将教学

设计的定位总结为三点：

(1)过程说：这种观点把教学设计看作是用系统方法分析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途

径，评价教学结果的系统规划或计划的过程，如：“教学是以促进学习的方式影响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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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事件，而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化规划教学系统的过程。”(加涅，1992)“教学系

统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目标，建立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

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乌美娜，1994)

(2)梅瑞尔的技术说：美国著名教学设计专家梅瑞尔(M．David Merrill)在新近发表

的《教学设计新宣言》一文中，将教学设计界定为“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是建立

在教学科学这一坚实基础上的技术，因而教学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型的技术

(science-based technology)。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教学设计的目的是创设

和开发促进学生掌握这些知识技能的学习经验和学习环境。”(梅瑞尔，1996)他强调教学

设计应侧重于对学生经验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以创设一种高效率的、具有强烈吸引

力的教学。

(3)设计科学说：帕顿(Patten，J．v)在《什么是教学设计》一文中提出：“教学设

计是设计科学大家庭的一员，设计科学成员的共同特征是用科学的原理及应用来满足人的

需求，因此，教学设计是对学业业绩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策划的过程。”(帕顿，1998)这

一定义将教学设计纳入了设计科学的子范畴，强调教学设计应把学与教的原理用于计划或

规划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以有效地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高文教授在《教学设计研究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一文中将当今对教学设计的定位主

要分为设计科学的教学设计、基于泛技术观的教学设计、作为系统科学的教学设计三个角

度，王升教授所总结的“设计科学说”正是高文教授所提出的理性设计观的代表，高教授

还指出与理性设计观对应还存在着创造性设计观，这种创造性设计观把教学设计描述为一

种创造性的过程。o这一取向的教学设计是针对一定的实际的学习目标的，其过程会因对象

或内容的不同而变化突出创造性、注意理性与直觉的平衡、强调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强调

该过程对于独特、复杂、变化情境的依赖性、重视对话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教学设计的过程并不可简单视为纯理性、程序化的过程，而应充分尊重设计者

在经验、理论素质、风格、情感、洞察力等方面的差异，并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对问题存在

不同的理解才能够导致最终方案设计的多样性。

事实上，对于教学设计定位角度的不同会直接带来对其本质认识上的差异，带来对教

师角色认知的差异。持系统观的教师视教学设计过程为逻辑的、理性的、技术的、系统的，

强调规则与过程的重要性。在实际运用这些规则时，设计更接近工程学，设计者更像一个

“工程师”。持创造设计观的教师把教学设计过程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过程，问题解决方

”任青群郑太年土详《教学设计的国际_现第2册》教育科学fn版社2007年1月版P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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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新颖性及独特性都来自于设计者的创造性和直觉，这时的设计者更像一个“艺术家”，

而不仅仅是“工程师”。

随着有关人学习的真实性、自然性，以及相应的教学设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可确

定性的研究不断深化，由不同角度定位产生的教学设计的“系统观”与“创造设计观”也

在不断融合，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以机械地、片面地对待，教学设计过程是

包含技术的与创造的、逻辑的与直觉思考的过程，这正是教学设计的本质所在。一种反映

设计本质特点并凸现教学设计特点的新的更加多元、更加科学、更具创造性的教学设计观

为更多人所认同，即，一种“融理性与创造性为一体”的设计观。教学设计的创新问题由

此也被更为深入的研究。就教学设计具体模式的发展历程将在本文第一章第三部分中具体

展开。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教学设计研究起步较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其

中较有影响的是《多媒体组合教学设计》(李克东、谢幼如编著，1992)和《教学设计》(乌

美娜主编，1994)两书。可以说，这两本书已成为指导我国教学设计实践活动的主要理论

依据。至今为止，国内可以看到关于教学设计的著作及期刊发表文章绝大部分的侧重点仍

是以系统论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虽个别著作(如盛利群、李志强编著的《现代教学设计

论》)在界定教学设计概念的章节中有涉及其设计属性，但在其后的行文都未有展开，对

教师的设计创新问题的研究也极少看到。

在音乐教育学研究领域中，“音乐教学设计”是伴随音乐新课程改革的启动与发展而

提出并推广。对于音乐教学设计问题的理论研究散见于多部音乐教学理论的著作中，例如

郑莉教授《现代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一书中，就21世纪新课程音乐教学设计艺术

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相关著作中有所体现的还有蔡觉民编著的《音乐课程教学理念与

策略》、金亚文主编《中学音乐新课程教学法》、曹理、何工著‘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等

等，相关专著有金亚文《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音乐)》、麦曦著《中小学音乐教

学设计》、曹理、崔学荣著《音乐教学设计》等，以及一篇博士论文《音乐教学系统设计

理论研究》(吴颖，福建师大，2004)，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音乐创新教学与学生创造力培

养——关于江西省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对策》(李素萍，江西师大音乐学院，

2004)、。近年来，对于音乐教学设计的研究日益增多，关于该问题研究发表论文有近200

篇散见于各类音乐教育期刊，这些研究多按系统方法(具体分析参见第一章第二部分的“音

乐教学设计创新本质”研究)在音乐教学的程序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或是具体音乐教学设计



首部帅范人学顾。{：学位论文 新课程占乐教学设计创新之理论与实践研究

个案描述，对于音乐教师的教学设计创新问题的理论研究仍为数不多。

四、研究重点

本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法、案例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就音乐教

学设计创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音乐教学设计应该成为更富有创造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

其设计本质的需求，而且是音乐学科对其提出的最直接的要求。作为人类创造能力体现之

一的精神财富——音乐艺术不应也无法靠简单的程序按步就班的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其展

现方式一定是生动的、巧妙的、富有智慧的。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必须是教师在充分尊

重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的基础上，从音乐艺术本身出发，结合自身经验、理论素质、风格、

情感，洞察力等方面的特点，开启创新思维，运用科学的创新方法，创造性地从事教学探

索的活动才能够达成。

本文的研究正是立足于教学设计“融理性与创造性位一体”的设计科学观的本质认识

上进行的。出于这样的一种设计取向，出于对设计本质就是创新的认同，研究音乐教学设

计的创新模式，力求证明创新亦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非突发奇想、完全无法预测。

在梳理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探索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模式——活动建构

创新模式的操作过程与实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音乐教师应具备的创新设计能力及其

培养问题，以期切实为音乐教师提供实际有效的设计创新方法和创新能力获得途径，为音

乐学科的创新教育实施增添一分力量。

第一章音乐教学设计创新问题的理论探究

一、教学设计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人类学基础

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学科，其主要学科意义在于它对全球各种环境中人类文化的人文

关怀。它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应用的研究，使我们从整个人类进化与发展的角度获得

对个体生命进程有更清晰的认识。它设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是人类学者重要的研究

领域。在人类学者的视野中，他们研究教育与人本质的关系、教育与人的文化的关系、以

及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等等问题。他们认为，“教育人学所要探讨的就是以自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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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和原点，并以之为主线和旨归的人的教育”。。这种自由观植根于马克思的自由观、

人的全面发展观。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无非是人们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

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在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自由的内涵包括：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

自由的活动必须是自觉、自主、自愿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创造是自由的根本。他指出，“实

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

人创造了人自己并支配着社会关系。基于这样的思考，人类学者指出，只有立足于创造性、

从创造性出发、教育才能够通过它所培养出的人引导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与创造性是人

绝对价值的体现，只有创造性才能够使人的生活具有不可还原性，才能使规范具有真正的

生命力，才能标明人的存在身份，才能时时印证着人的自由。教育必须着眼于、生发于人

的创造性。音乐教学设计是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应该成为教育创造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创造学基础

创造学指出，创造是人类心理活动的最高级过程，是包括如兴趣、情绪、意志、性格、

意识等各种心理活动在最高水平上的综合的反映。。创造能力是人才成功的最基本、最重

要的能力，通常包括发散性思维的几种基本能力：敏锐力、流畅力、变通力、独创力以及

精进力，它既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又是一种高层次的实践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

果仅仅有创造对创造力的界定如下：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目的、任务，积极主动地发挥

创造思维的作用，去发现未被人知的事物或对原有的知识、信息、经验进行重新加工、组

合、归纳、演绎、实践等，从而得到新的知识、新的概念、新的产品、新的理论的综合能

力成为创造力。创造力是人智力的最高表现，是创造性思维能动作用的结果。

教学设计正是教师创造性活动的产品，它是开启学生创造能力大门的钥匙，也是教师

自身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正如作曲家的劳动被认为是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但他们的

创作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作曲家感性与理性思维的结晶。对于教师而言，教学活动必须

要围绕教学内容来设计构思，必须要遵循学生的音乐学习规律，遵循音乐艺术的特性，正

是这种规定性与艺术创造性地有机结合，为音乐教师的教学设计带来更多的灵感源泉，是

音乐课堂教学设计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化状态。

(三)教育学基础

在教育学视野中，教育功能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教育对

社会发展的影响，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也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

。刘佛年主编‘教育人学》江苏教育ff；版礼2003年版

。马克思著刘不坤译(1844年纤济学——哲学r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50
。刘道K《创造敦育慨论'湖北教育处伴社2003版P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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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发展通常指个体从出生到成人期身心有规律的变化过程o。人的价值、地位和生命

质量是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展开的，自有教育以来，人们就在追求人的发展，教育在这个

展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能够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力量，发

展人的个性。王国维在1906年撰写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

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

分为内外二者，一日身体之能力，一日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

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谓调和之发达。”

王国维对教育与入力的关系阐释的鞭辟入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力即审理和心力都

得到应有的培养与发挥。培养和谐的人、完整的人、完全之人物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又被注

入了新的含义，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以人为本”的呼声中，

对人的个性的尊重与维护在现今亦越发得重要。而这种个性即指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

独特性、自主性、创造性的过程。

音乐教学是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担当的责任一方面是学生的美育，一

方面又可提升为对学生精神之能力的培养。能够为学生个性发展、能力生成、价值观、人

生观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帮助。音乐设计的创新也正是从学生的学习需要出发，对教师提出

的最基本的要求。

(四)设计学基础

设计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本活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从事着设计活

动，生活在大自然和自身“设计”的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

进行设计活动的历史。虽然设计体现予人从事的各项活动中，看似纷繁复杂，但对设计的

基本内涵，人们己达成了共识，即，“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设计的核心是创造性，如

果没有创新，就不叫设计。设计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和技术活动结合的产物，创造性设计思

维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是设计的灵魂。设计是一种针对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艺术性的

目标，在给定条件下谋求最优解的过程”圆。

教学设计是设计活动的一个子集，通过对设计活动的研究，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知教

学系统设计活动应该具有如上所说的一般设计活动的基本特点，并遵循设计的一般方法、

一般规律。应注意的是音乐教学设计在艺术性特征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音乐本身既

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学设计旨在通过教师的创造性地设计活动，为学生提

供一个丰富多彩、艺术性的音乐学习“动场”。而艺术性是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人性中融

。袁振国‘'与代教育学》教育科学}l{版社2004年版P66
o

I：风岐张迕洪邵宏字编著《现n：设计方法》天津人学H{版社2004年版P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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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化、时尚、经验所形成的复杂统～体，在音乐教学设计中体现为教师设计的风格特点

等方面，是教师教学智慧的一个重要体现。 、

(五)音乐学基础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通过特定的音响结构，人

类丰富的情感和精神生活被创造性的表现出来，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

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一种反映。

音乐是一种非语义的信息，音乐的这种自由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给人们对音乐

的理解和表现提供了想象、联想的广阔空间，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欣赏、等各个环节

均体现了鲜明的创造意识并伴随着独特的创造行为，因此，音乐是创造性最强的艺术之～。

音乐学习主要靠人的心灵对音乐本身的感悟，而不是靠理论来装饰，所以欣赏音乐，表现

音乐不一定受到音乐知识的限制。在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发表自己有见地的意见，让创造

精神在他们个性化的思考中闪耀，让每一个个体都参与到思考中来，张扬个性，发展创造

力，使音乐教学回归到人文的范畴中来。音乐艺术的这一特质，使音乐教育在发展学生的

创造力方面表现了极大的优势，这无疑为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

心理基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也把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主攻

方向，如何引导学生创新求异，培养学生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当今教育的主题。《国家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创造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教育功能

和价值的重要体现。音乐创造因其强烈而清晰的个性特征而充满魅力。”创新人才的培养

依靠创新教育，但是长久以来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严重地阻碍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学生被动

地在课堂中接受“应答式”的训练，导致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主动精神被压抑，

也就无形中削弱了创新能力的培养。音乐以其声音铸造语言，音乐的想象是人类艺术创造

和科学发展的思维宝库。

音乐是人类文明创造性的产物，教师针对这样的教学内容必然需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创

造性的音乐教学设计，将这一创造性的艺术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审美体验、创造能力的获得提供一个自由、宽阔的空间。

二、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内涵

(一)音乐教学设计创新本质

我国对音乐教学设计的研究是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不断深入的，对音乐教学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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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音乐教学作为整个教学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适用对整个

教学系统中一般规律的理论研究。但是，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审美态度的培养，是在对音乐

的认知基础上进行的，综合了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因此，

它比单纯的对认知教学的设计更复杂。并且，音乐的听觉属性也使音乐教学在很大程度上

与其它学科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同，所以，具有独立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以下简列几种主要的音乐教学设计内涵界定观点：

在2002年出版的曹理、崔学荣著的《音乐教学设计》～书中，对音乐教学设计的界定

是这样的：“音乐教学设计是根据音乐学科的特点从系统的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教师、学

习者、教学目标、教材、媒体，评价等各方面因素，分析音乐教学问题和需求，设计解决

他们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学步骤，加以实施并由此进行评价和修改，直至获得解决

问题的最优方案的计划过程和操作程序。”o

在2004年出版的金亚文主编《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一书中，对音乐教学设

计的界定是这样的：“音乐教学设计是音乐教学实施前有计划的教学准备和安排活动，是

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的基础。音乐教学设计与通常意义上的‘备课’虽具有某种相似之处，

但在本质上有着重要的区别。‘备课’是教师课前的一种教学准备，着眼点主要在于为‘教

什么’和‘怎么教’做准备；而教学设计是一种对教学实施的整体性思考，特别是课堂上

学生的音乐学习活动，在音乐教学设计中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全面反映在新课程理

念指导下的新音乐业教学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带来师生角色的根本改变和学生音乐学习方

式巨大变化的音乐教学设计，现已逐渐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备课。这不仅是音乐教师适应

音乐新教学实施的需要，也是音乐课程改革与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2004年福建师大博士研究生吴颖的博士论文《音乐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研究》中，对

音乐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的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是关于在一定的教学条件下，为了达到

使学生获得音乐审美能力的教学结果，应该采用什么教学方法的理论体系。它是一种规定

性的教学理论，其自变量是教学条件和教学结果，因变量是教学方法。音乐教学系统设计

是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音乐教学问题，解决音乐教学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对音

乐教学结果做出评价的一种计划过程与操作程序。它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

术，通过对音乐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媒体和教学过程的设计，实现音乐教学过程、

教学资源、教学效果、教学效益的最优化过程。”。

。曹理、崔学荣著的(-R乐教学设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3

o金讵空土编‘新穰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汁》东北师范大学⋯版社2004年版P18

。是颗‘音乐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研究》福建师范丈学2004年博I·论文P57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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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析以上音乐教学设计的概念，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观对音乐教学设计的影响，

音乐教育的首要或基本目的就是培养“音乐”进行“审美”，也就是培养学生的“音乐审

美能力”，音乐教学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其设计遵循音乐教育的审美教育本质。

同时，在我国音乐教育本身又具有极大的创造价值。国家颁发的《音乐课程标准》明

确了音乐的发展创造价值是音乐课程的重要价值之一，在音乐教学中着力培养学生的音乐

实践能力和音乐创造能力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音乐的创造价值表现在，首先，音乐

的产生过程就是全部地创造过程，我们称其为三度创作：作曲、表演和听赏。无论学生的

表演或欣赏都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表现和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其次，音乐具有“不确

定性”的特征，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比其它学科有更大的优势。其三，音乐情感特征

可以极大的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热情，在主动参与的实践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

才能。

面对如此具有创造力的教学内容，音乐教学设计必须是与之相适应的创造性的设计活

动，只有这样，以创造性的设计活动呈现创造性的教学内容，才能够为学生音乐审美能力、

创造能力的培养提供更为广阔自由的创造空间。因此，不论是从教学设计的本质角度把握

还是从音乐学科性质的角度把握，作为把音乐与教育相结合的音乐教学设计的本质就是创

新。

(二)创新音乐教学设计特征

随着新课标出台与新教材使用，打破了以往以双基为标准、以传授为目的的传统教学

设计模式。不再是过去以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进行组织，其教学目的、教学重点、难点、

教材分析、教学过程等四个维度均带有浓厚的学科本位和教师中心痕迹的传统音乐教学设

计。今天的“音乐教学设计”在《新课标》指导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教学目标的变化。

从“教学目的”到“教学目标”的变化，体现了从“教师中心”到“学生本位”的转变。

“教学目标”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课程标准和教材来设计目标要求及目标水平。

二是教学过程的变化。同以往“教学过程”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新的教学设计视教学过程为

教学目标之一，因而更加重视对教学过程的精心设计。

而这种在设计环节对教学过程的关注，更需要教师发挥创新能力，从学生的学习出发，

以创新性的设计指导创新性的教学实践。音乐新课程教学设计应依照《音乐课程标准》的

理论，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策

划和具体活动安排。这种在《新课标》指导下的创新性音乐教学设计应具备以下特征：

1、以学生学习为设计中心



首都帅范人学顾I学位论文 新谍程爵乐教学设计创新之理论+J，娈践研究

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在教学设计中坚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才可以实现对传

统教学设计的革命性变革。以人为本，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贴近学习生活，适应学生心理

需要和音乐经验来进行教学设计是音乐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特征。音乐作为-fl特殊学科，

音乐教学过程不能只是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教授，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让学生的自身的

音乐审美心理得到提高与完善。“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音乐教学设计正是以学生为主体，

将他们的审美体验与学习提高过程作为教学设计活动的聚焦点，“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

教学设计意在强调把学生的主体性与学习过程作为教学设计活动的聚焦点，一切设计活动

均围绕有利于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音乐教学实践而展开，而不是依照单一的设计流程而展

开；“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强调通过设计各种促进学习的过程和资源，帮助

学生有效地解决问题，引导他们树立创新意识，实现整体和谐发展。一言以蔽之，有利于

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既是现代教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现代教学设计的目的地，达成

这一追求的道路在于通过对课程教学的重构，实现对学习的重构。

2、关注学生真实生活体验

音乐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音乐

资源广泛存在于学生这个更为敏感的特殊社会群体中，对于音乐教学来说每个学生都可能

是丰富音乐资源的提供者。贴近生活、走进社会是为了实现学生音乐学习为学生的生活服

务，“世俗化”的学习方式与内容代替“学院式”的教学既是新课程的要求，也是教学改

革的大势所趋。脱离真实的人为的刻意拔高，这样的音乐教学面对现实的生活考验只能是

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音乐教学设计应当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使音乐教学内容与过程更好地融入学生熟悉的鲜

活的生活内容，更有利于发挥学生自身的课程资源优势，从而更好地为学生的发展服务。

教学设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回归学生、回归生活。为此，音乐教师要善于开发课程资源，

更多地从学生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入手，让教学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际，最主要的是把知

识应用于现实生活，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魅力，体会到知识就在生活之中。

3、以“研究”超越“经验”

不可否认，教学设计很大程度上是教师的一种“经验型”的行为，但却不可仅仅满足

与停留在经验这一层次上。

教师工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断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

验，就是说，实践情境和经验背景构成了教师建构知识的专业生活场景。但教学实践中，

繁忙的日常工作和各自的狭隘经验，极大地限制着广大教师的专业和理论视野，教学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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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开始时承袭他人，到后来重复自己的一种机械运动，如何走出这一怪圈?苏霍姆林斯

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一种单调乏味

的义务，那你就应该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经验”既代表

着成熟，同时也意味着僵化。“研究”则一方面可以保有经验的优势，又可以避免僵化的

出现，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上的不断反思、改进是十分必要的。

教师通过对自己教学设计过程的不断研究，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由于长期重复劳动而

导致的职业倦怠，维持较高的教学热情与激情；另一方面还可以打破教学的思维定式，不

断自我提高与完善，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再者能充分体现教师个人的教学风格，有个性

的教师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特殊的教育影响，越有个性的教师也越能激发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同时研究过程也是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这种不懈追求进步与学习的形象，对

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正面引导。

4、以。设计”代替“教案”

教案是教学设计如何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的一种中介体现，实际的教学活动往往就是

按照这一设计程序来实施的。对许多教师来说，一份教案能反复使用七八年，甚至更长时

间，这样的教案往往倾注了教师大量的心思与精力，但教学效果并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这

类教案设计的重点是在教学知识内容的文字表述上，是纯“文本”的教案，在教学过程中

别说局限了教师自己的思维，也无法根据当时学生的真实反应而临场发挥。而且对于学生

来说，教学中知识的传承必不可少，但思维含量更为重要，学生并不拒绝知识，但是拒绝

墨守成规，更期盼启发智慧的“思维体操”。

课堂教学是实施新课改的主渠道。而在课堂教学中师生主体地位的转换，以及学生自

主功能的加强，增加了教学活动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设计再成功，教案写得更好，也

无法完全确保能够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千方百计去提高

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随时准备解决突发事件，灵活调整课堂组织。面对这一变化，“文

本教案”所欠缺的灵活性无疑限制住了课堂教学的生动，体现不出课堂应有的即时情境下

的学生学习过程与反应。教案毕竟只是一种假想、一种预设，并不代表教师头脑中的情境

会真实再现。因此，在教案的设计中减少这种文本性的比重，加重更加灵活性的“思维教

案”比重就是非常必要的。“思维教案”并不是说完全舍弃文本，而是说设计的重点应从

文字表述转移到教与学的思维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上，放在对学生可能出现的学习反应的反

馈上。

“思维教案”是基于动态生成设计观的转变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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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设计应有灵活性。第二，教学内容的设计应有灵活性。第三，教学过程的设计应有灵

活性。

用“思维教案”取代“文本教案”，一是可以使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知识教学的内

容组织与逻辑建构上，而不是文字的堆积与修辞的华丽上；二是可以对上课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做出预料，特别是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避免上课时因出现意外而手足无措；三

是可以做到思路清晰，表述准确，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严密；四是可以针对课程标准的要

求、教学计划，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补和删调，使教学过程更加完美；五是可以从学

生实际、教师实际、教材实际出发，灵活选择教学方法，以取得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六

是最大限度避免教师背诵或念教案的弊端，一般来说，教案在文字功夫上越完备，教师的

心理依赖就越强。

无疑将“文本教案”转化为“思维教案”既是教师进行开放式、灵活教学的体现，也

是教师不断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这种转变对课堂教学无疑是一次升华，因为

文本是死的、静态的、预设的“剧本”，而思维是活的、动态的、开放的过程。

5、刨设音乐教学对话情境

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强调知识和技能自外而内的过程，教学过程只是教师讲，学生被

动地听、记、练，忽视了他们探索新知识的经历和体验，把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变成了单

调刻板的条文背诵。于是，便有了掌握知识却不思考知识、诘问知识，创新知识的“好学

生”。另外，传统的课章教学设计只重视信息的单向传递，忽视师生之间、学生之闻的多

向度交往，把教学过程看成了一个纯认知的过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仍是“知识本位”

课程观的影响。这种课程观强调课程是社会选择和社会意志的体现，课程是既定的、先验

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甚至是凌驾于学习者之上的，学习者只能是服从课程，在课程面前是

接受者。教师的任务是把这些既定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学生的学习成了纯粹被动地接受、

记忆的过程。它不仅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反而会成为学生发展的阻力。

新课程的重要理念之一是倡导建构学习，注重知识的创新与生成。因此新课程教学设

计要求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

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新信息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课堂教学设计

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围绕着“知识建构”，以“知识建构”为核心，为“知识建构”提供良

好环境和支撑的过程。具体地讲，就是为学生进行“知识建构”创造一种具有“情境性”

和“协作性”的学习环境，从而推动其在建构的过程中获得发展。这种学习环境的设计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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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设问题情境。通过创设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作用于学生的学习心理过程，

使学生在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获得个体生命的体验，并在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发展。教学情

境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创设真实的情境。所谓真实的情境，就是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知识的场所和条件。二是要创设问题情境。所谓问题情境，就是在教材内容和学

生的认知结构之间制造一种不协调状态，从而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情境中，使学

生产生认知冲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探索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获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第二，设计协作情境。学习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师生、生生的交往互动是促进学生有

效学习的基本途径。学生个体以其原有的经验、方式、信念为基础进行学习，对同样的现

实问题会有多样化的理解，而理解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共享和交流对同

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识或达成谅解，就是一种广泛、深入而有

效的学习。在设计时，教师应安排学生进行小组学习，鼓励小组活动，促进信息交流，创

造条件，使学生有机会相互交流，发表自己的意见，评价他人的观点。

三、音乐教学设计模式发展历程分析

教学设计模式，是对教学设计过程简化的、理论化的描述。随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

与相应理论配套的教学设计模式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末，

教学设计模式得到了飞速发展。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乔依司和韦尔合著的《教学模

式》中统计，当时世界上较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80多个，分为四大类：信息加工类模

式、个性发展类模式、社会交往类模式、行为修正类模式。相应于这些综合性教学模式应

该繁衍出更多的教学设计模式。

威尔斯(Willis，1995)认为，尽管目前存在许多教学设计模式，但是绝大多数教学设

计模式来源于两大传统，一是客观．理性主义，二是建构一阐释主义。目前，建构主义对教

学设计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教学设计专家之间的一场争论，

其核心问题是，建构主义和教学设计能否共处?关于这一点，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种观点认为，建构主义根本不能与教学设计的理论相容，他们认为，教学设计是基于客观

主义的，要追求一种可显的、可控的学习效果，而建构主义非客观主义的立场是与这一点

根本相违背的，它强调学习效果是自我建构的，是不可预测的，采取的是非理性主义的哲

学思想，所以是不能引入教学设计理论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解释

了学习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两种观点，在不同的学习情景下是互补的。建构主义对～



首吉|f师范人学顾卜学位论丘= 新谍程音乐教学设计创新之理论’i实践研究

些复杂学习领域、高级学习目标的教学设计是比较适合的，他可以以一种“新的心理集”

。的方式引进教学设计领域，可弥补传统教学设计过分分离与简化教学内容的局限

(Reigeluth，Wilson，Jonasson)。

本文对于众多的模式无法一一赘述，在此仅对教学设计发展中较为主流的模式以及对

音乐教学设计有所启发的模式进行概括性介绍与分析。

(一)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

l、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介绍

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是指传统的教学系统设计。它具有悠远的历史、普遍的习惯和广泛

的接受基础。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有其合理的存在价值，比如有利于传授系统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发挥教师的主控作用，具有普遍认同的教育文化心理接受基础，教学最大限度

操作性强、适用于学习者初级阶段发展水平的教学等特点o。

事实上，教学设计从其诞生之初就一直坚持将系统观点作为自身研究的主要思维方式，

但是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对系统观点的理解和应用却不尽相同。在教学设计领域曾经历了从

早期的媒体观、初期的系统观、狭义系统观到标准系统观和教学系统设计观的演变，并逐

渐突现出关注“合理有序”的硬系统思维和“统揽全局”的软系统思维的分野。

基于客观主义的教学设计研究产生了许多模式，如迪克和加瑞的系统方法模式，兰达

的算启教学设计模式，瑞吉鲁斯的精细化模式，默瑞尔的成分显示理论和凯勒的动机设计

模式等等。这些模式试图为教学设计过程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步骤，并运用这些步骤进行教

学设计。1980年，安德鲁和古德森在分析了60个教学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些模

式基本的、共同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模式之间在复杂度和详细化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共

同的构元还是一致的。～个典型的教学设计过程包括下列步骤：1)确定目标，2)评估学

习者已有的知识和技能，3)确定教学内容，4)确定教学策略，5)开发教学，6)测验、

评价和修改。

钟志贤在其‘论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范型》一文中，对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范型的基本模

式概括如下：

o白雯‘教学设计模式的类型。j开发》厦门广播f乜视大学学报2004 6

4钟乍贤《实现使用者设计：客舰土义。，建构土义教学设计反思T=其》中国l乜化教育2005 10

．1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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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模式中，分析阶段是其他教学设计阶段的基础。在这个阶段通常包括教学目标、

教学任务的确定。在分析阶段的基础上，设计阶段解决的是开发教学策略的问题。开发阶

段以前两个阶段为基础，目的是产生课程计划和课程材料。在该阶段，必须开发教学、教

学中所应用到的媒体以及支持性资源。实施阶段是教学的实际传输阶段，形式可以是课堂

教学、实验室教学或计算机辅助教学。在这一阶段，必须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帮

助其掌握学习目标，确保学生能将在教学情景中获得的知识迁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评

价：这一阶段是检测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效率。评价应当贯穿整个教学设计过程——每个

阶段与阶段之间以及活动实施之后。评价应该包括形成性和总结性的评价。

在我国，系统教学设计模式的一般模式图被总结如下：

从这个教学设计模式可以看出，教学设计一般要从学习需要分析出发，经过学习内容

分析和学习者分析后，开始阐明学习目标，然后确定教学策略以及选择教学媒体，最后进

行教学设计的评价。经过评价后对前面的工作结果进行修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社会系统和人类系统的教育、教学和

学习的高度动态性、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系统的开放性、多因素

的混沌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着眼于全局性、联系性、动态性、开放性、不确定性、

复杂性的软系统思维逐渐成为新一代教学设计创新的主要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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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观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特点

特点 ■释

1．过程是序一亿的和蝗挂的 设计过程垦序列他的t奄麓的，主要饭赣于有专门知识的教学设计专
塞

澄计从一十有精确的行为目标计辫开翦，鏖嚣是!；l～种暮缝的．有序
2．豫计是自上面下的和‘幕筑孵’

的．有计错的方式采设计教学过程

精确的行为目标息抿奉的．在教学设计申．应当尽量走的努力击创建
3．目掾导向曲开发

救学目标和H标评债工^

I对教掌设计r伟采说，其有寺仃知识 专家．特射是教学设计专家蜘寝丈量譬麓曲教学竣许应用焉一，可以

的专掌蹩弗羊可步豹 用于指等／产生成功的敦学

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予任务．井分开麓以教学．瘦特射往意教擘技巧
S．精心的教学屐序和教学技巧楣当重薹

操作和救学事悻安捧的簸序

5-茸的墨传授选定豹知氓
t点是传授专家选定的。覃宴。和摄南专家糟定鹩技耗．壕重于撮

缓和练习、指肄和其他童接豹教学方法

7．总结性弹价赫布可步 教学评价前方式主要是总结性评价．班硷证教学材辩等是糟有效用

(上图引自钟志贤‘论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范型》外国教育研究2004．11)

具体而言：

(1)在教学任务分析方面。系统教学设计认为教学任务分析就是对预期教学目标与学

习者现有状态之间的差距进行分析。教学的最终目标与学生已有的水平之间存在差距，要

弥补这个差距就是教学的任务。分析这个差距，就是分析教学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以

对知识和技能的确定、理解和应用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弥补这个差距的任务主要在教师

身上。

(2)在教学目标方面。系统教学设计特别强调教学日标的具体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为此，要依据知识的属性和教学任务的难易程度，将教学目标进行分类，产生了一些目标

分类体系和学说，其中著名的有布卢姆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和分类体系，有加涅的学

习结果分类体系等。

(3)在教学策略方面。系统教学设计对教学策略的制定，主要是教师和教学设计专家

根据学习者的特点，考虑教学任务和目标等多种因素，组织相关的教学资源和方法，安排

教学的程序，从而形成相应的教学策略，并给出各种有固定环节的、有特定线性关系的、

模式化的流程图。

(4)在教学评价方面。系统教学设计认为，教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反馈信息，以

便了解、调整和控制教学运行状态。为此，就要按预先制定的目标或预期结果，应用评价

工具和方法来实施教学评价，看学习的结果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系统教学

设计对教学的结果给予高度重视。

(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

l、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介绍

进人20世纪90年代，信息的数字化、Intcrnct网的信息传输和全球覆盖、计算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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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提高、记忆容量增加和计算机的广泛普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等为学习者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理想认知工具。信息时代的到来对音乐教育而言，带来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

指得是如此丰富的音乐资源以更为快捷、容易的方式带入我们的生活，对教师和学生来说

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社会学习环境。挑战指得是如此丰富的音乐资源放在我们身边随时可以

信手拈来，这完全颠覆了我们教师惯于视自己为教学资源的独占者、传授者的心理。教师

因外在认知工具的进步而必须改变自己在教学中的扮演的角色，适应时代对课堂教学的要

求。

另一方面，这种工具的进步必然引起认知理论的重新审视，为教师的课堂操作带来新

的思路：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等提出“信息加工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的，

而是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承认外来信息与已知知识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反复的相互作用。

斯皮若等于1990年提出了认知弹性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理论。所谓认知弹性，意指以多种

方式同时重建自己的知识，以便对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境领域做出适宜的反应。这个要求对

设计者主体来说有相当难度。如果能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调动学

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则最终达到使学习者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

的。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强调，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新的教学设计原则引起

教学设计的思路的改变。这一时期基于新建构主义设计理念的主要教学设计模式有。：

R．Sehank的基于目标的剧情设计；J．Bransford的抛锚式教学设计； S．Dijkstra&J．van．

Merrienboer的基于问题的教学设计； J．van．Merrienboer的四要素教学设计。

下图为余胜泉等专家总结的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模式图。，在这一模式图中，明确

地提出构建学习资源、认知工具和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

。高文‘教学设计研究》伞球教育展颦2001．1

。余胜泉等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模式电化教育研究2000．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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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特点

(1)在教学任务分析方面。建构主义认为教学任务是学习者应该处理他们在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对教学任务的分析建构主义提出了三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教学任务的

分析，要立足于学习者对“问题”更深层次的探索活动。二是对教学任务的分析，要促进

学习者艰苦努力的学习。三是对教学任务的分析，要促进学习者能力的广泛迁移。

(2)在教学目标方面。与系统教学设计不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基本上否定教学目

标可以分类，也否定教学策略的多种类型和结构，不赞同对学生行为的量化处理和控制。

这与其知识观有关。既然知识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学习者个人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那么个人“建构”的知识就是千差万别的，无法进行有效分类。既然教学目标没有统

一的、类型化的可能，那么，教学目标的分类也就无从谈起。

(3)在教学评价方面。建构主义在教学评价方面有两点不同：第一，移动评价的重

心。建构主义对教学评价最大的影响，就是把评价的重心放在对教学行为需求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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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放在预期的教学结果上，建构主义的教学评价是对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的评价，而不

是对预期的教学结果或学习成绩的评价。所以对建构主义来说，评价的焦点应放在学习情

景的结果上，即学习者建构了什么。每个学习者建构的东西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故在评价

建构学习时，重点要放在学习获得行为的过程上，而不是预期专门制定的知识和技能上。

第二，改变教学评价过程。美国学者卡宁汉姆(Donald．JCunningham)认为：与传统的

CAI相比，建构主义的有效原则之一就是放弃了线性排列的评价模式，强调要把评价嵌入

学习过程之中，以使评价更为有效。建构主义者明确反对在分离状态中应用评价，或是说，

反对教学过程与评价过程相分离。

建构主义者提出一系列以“学”为中心教学策略，如支架式教学策略、认知学徒教

学策略、随机进入教学策略、抛锚式教学策略、社会建构教学策略等等，详细音乐教学设

计案例及分析见金亚文《中学音乐新课程教学法》(P190，2003)。这些思想和学习策略，

为构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模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

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因而有利于学生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有利于创造型人

材的培养，这是其突出的优点。但是，由于强调学生的“学”，往往容易忽视教师主导作

用的发挥，忽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忽

视教师主导作用，当学生自主学习的自由度过大时，还容易偏离教学目标的要求，所以受

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何克抗，1998)，这是我们在建构新型教学设计模式时所需要考虑和

注意的。

(三)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模式

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是在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这一时代被提出的，它是基于活动建构

教学论的研究，在活动论与建构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创

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基于生命，为了生命，促进生命”o，活动建构教学设计首

先需要树立一种崭新的教学设计理念，以“完整的人(生命)”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我国著名学者叶澜教授曾明确指出：“一个真正把人的发展放在关注重心的教学设计，

会为师生教学过程创造性的发挥提供时空余地；会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不仅是认知的)

和每个学生提供主动积极活动的保证；会促使课堂教学中多向、多种类型信息交流的产生

和及时反馈提出要求。”这样，“教学设计就会脱去僵硬的外衣显露出生机”o即，为“人的

主动发展”而设计教学，应当是以创新教育的崇高追求为基点的活动建构教学的最高境界。

o齐健车秀伟‘I．铡城著‘活动建构：创新教育的教学革新》山东教育{|；版社2004年版P58

。叶澜“新罐础教育”探索件研究撒告集l：海二联书店1999年版1)2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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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构教学设计理论认为教学设计的设计对象有三个：学习活动、学习环境和知识

传递，该理论提倡以学习活动作为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其中学习活动是其核心设计对象。

一个完整的学习活动实体对象包括目标、主题和任务、活动流程(活动模式)、监管规则、

评价方法、角色分配、学习资源、学习工具等内容。其中目标是导引，任务设计源于知识

的意义，角色分配是活动设计的必然要素，使学习者扮演一定的角色是培养学习者情感态

度的最佳途径。学生的学习心理结构包括认知结构和情感成分，而情感态度反映的是学生

的价值取向，价值是学习者在从事学习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价值取向导致的情绪情感反

应对学习活动起着始动、定向、调节和维持等作用。由此可见，以学习活动为设计单位可

以很好地体现知识的意义、过程和价值的三位一体性。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

其核心理念强调教学皆可活动化，学生在设计良好的学习活动中可以完善自己的学习心理

结构，维持动力系统的良好运转，提高学习效果。

点：

下图为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模式图。：

——]一!堂!!。厂—一——旺盏巫卜——也亟耍卜——咂壹翌卜
I 蜀型!苎 『' I

同意嗣畦0
，------，．．【．．．．．．——， I

P绻瓣2i张卜．J
l————叫-*动一一ma戚-}—～L—由

医盎薯卜一r===5 。

1、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模式特点

以实现创新教育的目标追求为宗旨的活动建构教学，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具有以下特

”杨开城簧‘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教学设计理论的新探索》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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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道。

课堂教学只有把学习者的责任和快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会使教学进入一个更高的境

界。

(2)关注营造适宜的教学氛围

活动建构教学论强调让学生自主、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因而，在活动中自主建构，

设计并营造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适宜的教学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教学氛围既包括

课堂上的人际的沟通、情感的交融，也包括深入的探究、理性的思辨，让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享受到极大的人文关怀，由此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兴趣，激发其创造潜

能。为此，教学设计就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情感实际

相联系，有意识地设计和营造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特定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课

堂教学的情趣，体验到课堂生活的丰富多彩，借以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从中获

得切身体验和感悟。

(3)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速度和方向是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加德纳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拥有不一样的大脑；当教育能够考虑到而不是否认或者忽

视人所具有的不同智力和长处时，教育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国

音乐是人具有的八种基本智能之一，但每个人的音乐智能又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

在音乐学习方式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唯有真正意识到学生的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才能在教

学过程中，努力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指导活动设计，设计多样的活动为各种能力水平

的学生提供各自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

(4)关注学生的自主建构能力

活动建构教学论将教学设计定位为教师的一种创造性劳动过程，它应当最大限度地促

进学生对知识意义的自主建构，教师须时刻关注为学生的主体建构活动提供必要的学习背

景材料，并为学生的自主探究提供尽可能充裕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

(5)关注对学生主体感悟的唤醒

活动建构教学的最高理念是“基于生命，为了生命和促进生命发展”，这也决定了其

课堂教学设计的根本点，要在唤醒学生的生命体验和进行主体感悟上下功夫。这里的“感

悟”，是指学生在参与教学全过程的同时，对学习材料、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一种全身

。转引自f荚1戴维啦齐尔智慧的课程——利用多元智力发掘学生的伞部潜力缪胤洋教育科学H{版社2003年版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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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领悟和体验。

对于音乐教学来说，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和审美活动仅靠外界的教师的言传身授是无法

获得的，唯有对自身的体验进行领悟、内化才能实现自身审美能力的提高。

2、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模式价值

(1)维护学生创造力的来源——对生活的激情和梦想

“我们的学生可能拥有很高的智力，拥有峰实的基础知识，但灌输式的教学却损害了

学生的创造力。而且，更严重的是，学生或许从此失去了人生最可贵的激情与梦想。这是

学生，更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良好的教育不但不应该磨蚀学生的激情和梦想，而且应

该激发学生的激情与梦想。我们的课堂教学要还给学生激情与梦想!”。

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旨在通过大量的教学活动的设计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成功的体验

——而且是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使学生具有强烈的自信心，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当

前的学习现实，而且有勇气超越自我，不断进步。

只有当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并以生命体验来参与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真切享受到学习的幸福和快乐，真正做自己学习的主人，敢于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能够把握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主动构建起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2)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构建动场”

“场”这一概念在物理学中解释为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像“磁场”。“构建动场”这一

概念由张志勇提出，意在说明活动建构教学要建立一个富有吸引力和促进力的课堂教学情

境。其本质是要建立良好的课堂教学生态。

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创造是艺术

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教育功能和价值的重要体现。音乐创造因其强

烈而清晰的个性特征而充满魅力。在音乐课中，生动活泼的音乐欣赏、创造活动，能够激

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使他们的想象

力和创造思维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创造性原则是音乐教学中必须贯彻的教育原则之一。

活动建构教学设计能够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提供一个音乐学习的生态环境，遵循音乐学

科的特点，在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中增加学生的创造意识，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使音

乐审美能力得到提高。

从生态教育的角度理解，教育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孩子内心的发展要求，顺其自然，

。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J：动教育m版社2004年版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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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利导，让孩子成为他应该成为得那个人”。，顺应学生智慧的自主发展。音乐本身既是

人类文化众多门类中的-fl，它既相对独立又与其它艺术、与整个人类文化共生，在民族

音乐学中，对音乐的界定有三种角度，音乐作为一种文化(music as a culture)、音乐在文

化之中(music in a culture)和音乐是文化(music is a culture)，对音乐的理解为有站在一

种更人性化的角度去审视，才能领会其生命力的来源。音乐课堂教学需要为学生提供的就

是这样一个还原音乐的生存状态的“构建动场”，不仅要将好听的旋律展示给学生，更重

要的是还原学生接触音乐，享受音乐的全过程，为学生在自己原有基础上完成自身音乐能

力构建提供真实而富有吸引力的“动场”。

第二章创新性音乐教学设计模式的实践探索

对于音乐教学创新设计问题的研究是从音乐教学的特殊性出发，借鉴吸收前章简述的

三种教学设计模式的优势，建构在系统与创造融合的教学设计观念指导下，以学生自身音

乐能力自主生成为目标的音乐活动建构教学设计。对于这一模式的探究主要从学习活动、

学习环境、学习动力系统、设计评价四个方面来进行。

一、音乐教学环境的设计

《教育大辞典》第一卷中对“环境”有这样的解释：①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个体形成

和发展的全部外在因素；②相对于人的主体而言，并以人的主体为中心困绕自我的事物，

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在教育学领域，环境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外部大

的社会环境，还是局限于一定范围的小环境，好的环境对学习者的学习总是大有裨益。

从以上释义可以看出，“环境”就是“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人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就是～个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如果说社会环境对人的

影响是同接的，那么作为“学习被刺激和支持的地点”的学习环境，对人产生的作用应该

是直接而深刻的。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环境举足轻重。建构主义学者曾指出，影响

生长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而影响学习的因素主要是由环境条件决

定。

国内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他们对学习环境的见解：学习环境是指学习者可以在

。杨咏梅你成为你府该成为的那个人．r吗中困教育报2002年11月

4蒯远农．‘我国义务教育投资制度报奉{I}路研究》‘教育摊索》2004年7月
．26—



首都帅托大学颀I：学位论文 新课程音乐教学设计创新之理论与实践研究

其中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场所，在此环境中学习者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和信息资源来

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不仅可以得到教师的帮助与支持，学习者之

问也可以相互协作和支持。在马宪春，周速、刘巍《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辨析》一文中，

对学习环境做出了清楚的界定：“学习环境是和学习系统有关的整个世界。学习系统包括

学习者、学习工具、学习对象三要素，学习对象是正在使用的学习资源。学习工具是学习

者和学习对象发生作用的媒介。整个世界包括内部世界、外部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

学习环境具有客观性、整体性、动态性、相对稳定性、影响的潜在性、目的性等特点。”。

这样的界定将学习环境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不仅包括物的因素还包括人的因素，学习

环境成为学生音乐学习的支持系统。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讲话》

中，就学习环境的重要性问题做了如下阐述：“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激发学习成长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o

(一)人文学习环境设计

解析学习环境中人与物的因素，可以看到相对来说人的因素更加难以控制，其中所包

含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过程灵活并且多变。这一点也就是设计过程中应多加考虑的问题。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它往往与其它多种艺术共生，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致力

于设计丰富多彩的媒体展示，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力求为学生带来多方面全方位的视听刺

激，音乐课上得无比热闹，学生在诸多的感官刺激中应接不暇，在很多公开课上我们都可

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不断发生。可反思一下，学生真正需要的学习环境是否就是这些物化的

感官媒介刺激?是否这样就已足够?是否这些绚丽的刺激最后都能够作用于学生的内心，

为学生自身对音乐的感悟提供有效的帮助?答案可能未必如我们眼睛所见的那么乐观。

在音乐教学中，物化的学习环境需要有人性化的学习环境的支持，这种人性化的学习

环境所指得就是音乐教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师生、生生)在共同参与音

乐活动时共同经营的一个心理氛围，它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情感温室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

罗杰斯(C·R·Rogers))指出，有利于创造活动的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

的自由”。o所以，音乐教师首先应当转变教育管理的观念，变“权威式”为“民主式”，成

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成为学生学习问题的聆听者，给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意见

的机会；鼓励他们对自己和别人提出不同方法的是非优劣进行评判；对学生中出现的“奇

思妙想”不要轻易否定。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音乐学习共同体是创设创新环境的重要方面。

。马宪春、周速、刘巍《学习瓷源～学习环境辨析》‘电化教育研究》2005年11月

。江泽民《存庆祝北京师范』=学建校一百捌年讲话》 ‘人民ri报》2002年9月8日

。索埋·特尔福德‘教育心理学》【M】商觉敷详人民教育H；敝社1982年版t"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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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化学习环境设计

物化的学习环境的设计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学生学习所需要的学习工具

的设计，另一方面是学习资源的设计。

1、学习工具的设计．学习工具是支持、指引扩充学习者思维过程的心智模式和设备

(Derry，1990)。在现代学习环境中，主要是指与通信网络相结合的广义上的计算机工具，

用于帮助和促进认知过程，学习者可以利用它来进行信息与资源的获取、处理、编辑、制

作等，并可用其来表征自己的思想，替代部分思维，与他人通信协作等。

学习工具可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表述问题(如视频工具)，更好地表述学习者所知道的

知识以及正在学习的客体(如图表工具)，或者通过认知工具自动实现一些低层任务或代

替做一些任务来减轻某些认知活动(如计算工具)。最终，认知工具帮助学习者搜集并处

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重要信息。

认知工具在帮助和促进认知过程，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思维中

起着重要作用。常用的认知工具有六类：问题／任务表征工具、静态／动态知识建模工具、

绩效支持工具、信息搜集工具、协同工作工具、管理与评价工具。

例如，在民族音乐教学中，既可借助现代多媒体工具的运用，让学生体悟民族音乐的

情境。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音乐教学内容中往往有大量反映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

的优秀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却与学生亲身的音乐生活体验相距

甚远，如何拉近学生与音乐作品间的距离?多媒体工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通过大量反映

音乐所属文化状态的视频、音频、图像等等资源的展示，学生可以最快捷地获得最直接的

体验。《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音乐教师应努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其视听结合、

声像一体，形象强、信息量大、资源宽广等优点为教学服务。现如今的学生早已不满足于

“一架钢琴、一块黑板、一本书、一台录音机”的教学模式，因此更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充

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创设多种情境，让学生身心偷悦、轻松自如地学习音乐。

2、学习资源的设计。在音乐学习过程中，为了了解音乐活动的背景与含义、建构自己

的音乐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学习者需要知道有关问题的详细信息，并需要学习必要的预

备知识，因此在教学设计时，必须详细考虑学生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查阅哪些信息、需要

了解哪方面的知识，这些都可以以学习资源的方式为学生提供。

学习资源是指提供与问题解决有关的各种信息资源(包括文本、图形、声音、视频和

动画等)以及从互联网上获取各种有关资源。学生自主学习、意义建构是在大量信息的基

础之上进行的，所以必须在学习情景中嵌入大量的信息。丰富的学习资源是音乐学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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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学校音乐教育资源大致可分为三类：1、素材资源，2、媒体资源，3、

环境资源。素材资源主要指音乐教材资源，分专业音乐教材和非专业音乐教材两大部分，

包括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与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相配套的音响教材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学

光盘等。这些音乐教材是音乐课程最重要、最基本的音乐教育资源，同时，各地、各级学

校根据民族文化传统和地区人文地理环境，吸收本地区的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各少数民

族聚居地要吸收反映本民族生活的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教材作

为本校的母语音乐课程的补充教材，供教学使用。媒体资源主要指各类西洋乐器、民族乐

器和声乐演唱资源。如：学校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民族乐队，或建立不同形式的乐器演奏

小组，以达到提高演奏技巧和实践能力。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音乐学习特长建立各种形式

的音乐社团和兴趣小组，如：合唱团、重唱小组、独唱小组、戏曲或曲艺小组。这些音乐

社团和兴趣小组可以是全校性的、年级和班级范围的音乐团体，在学校开展各种形式的音

乐声乐演唱活动。另外还要注意怎样才能从大量信息中找寻有用信息避免信息污染，因此

教学设计中要建立系统的信息资源库(或使用现有的资源管理系统)，提供引导学生正确

使用搜索引擎的方法。环境资源指的是校园音乐文化生活，学校可以分发挥校园广播站，

或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等宣传媒体作用，配合音乐教学和学校有关方而，为学生营造一个

丰富多彩的音乐学习氛围。

二、音乐教学活动的设计

《音乐课程标准解读》中指出：音乐教育的任务在于，通过提供给学生感受音乐、表

现音乐、创造音乐的机会，使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之中，并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学

习最基本的音乐文化知识技能技巧，以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爱好；使学生获得音乐审美

的体验与享受成功的欢愉；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奠定其终生学习音乐、

享受音乐、发展音乐能力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通过音乐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个性、

创新精神以及合作意识，陶冶高尚情操，发展创造力，并为其他方面的学习创造有利的条

件，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培养对人生和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母

可见，音乐实践活动对于音乐教学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学生的音乐学习主要

是通过大量参与聆听、表现和创造音乐等丰富的自主审美活动实现发展的。而这种自主审

美活动，是一种以学生的内在音乐学习动力为基点的学习方式，是学生音乐学习活动的一

种本质状态。自主活动强调以给予学生充足音乐自主学习的时间为前提，以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与音乐活动为基本形式，以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为目的，建立在学生自主决定、自主选

。‘音乐课程标准解读'教育部臻础教育td组织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北京师范人学；}；版礼2002年版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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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主参与、自主控制、自主评价、自主反思和自主建构等基础之上的活动教学方式。

通过在课堂上参与音乐活动，学生全身心投入音乐体验，与音乐进行沟通，以心灵感应音

乐，与音乐融为一体，主动完成自身对音乐意义的建构。

《课程标准》中对音乐学习活动的界定是按照音乐学习的领域来进行划分的，大致分

为四大版块：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其中的音乐与相关文化又有机

地渗透到前三种音乐学习活动中去。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这三大模块的学习活动既存

在共性，即遵循学生音乐学习心理规律、遵循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规律，又存在个性。对

音乐学习活动设计的探索正是在对音乐活动多样性、丰富性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

音乐学习活动的设计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学习任务的设计，也不仅

仅是基于问题学习情境中的问题的设计。学习活动的设计内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音乐活动任务或主题设计

音乐活动的任务或主题设计并不等同于教学目标设计，它是宏观教学目标的具体化、

可操作化的产物，是对为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需要完成的训练内容的设计。具体的活动任

务设计与音乐教学具体内容相关。基于问题学习中的问题、研究性学习中的研究主题等等

都是典型的活动任务。

1、确立教学目标

音乐教学目标是学校音乐教育培养目标的基础，对中小学音乐教学每一学段、每一单

元、每～课时等具有导向和评价功能，引导和制约着音乐教学过程的设计。音乐教学目标

设计的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教学整体设计的质量，并关系到课程目标的最终达成，是音

乐教学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在整个音乐教学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音乐教学目标对学习活动任务制定起到重要的导向功能，能够使音乐教学中的师生活

动有明确的共同方向，避免了音乐教学的盲目性。因此，在制定音乐学习活动之前，首先

要明确音乐教学的目标。

音乐教学目标具体陈述时的层次上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

知识与技能。在教学目标任务分析方面，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教学内容——教材；二、

教学对象——学生。
’

教师各级教学目标的设计与音乐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整体意义上说，音乐教

学内容是实现各级音乐教学目标的载体，学习音乐教学内容的最终方向是实现教学目标，

使学生达到一定的音乐学习能力。音乐教师的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来源于音乐教材。新课改

后的音乐教材以单元主题为显性学习内容、学生音乐学习能力的培养为隐性教学目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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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也为教师们音乐教学目标的设计与制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设计教学目标时，要充分挖掘音乐作品，明确音乐作品对学生学习

的真iF功能。要仔细研究教材内容，重视单元主题之问的联系。

例如，一年级冬天音乐课中讲‘过新年》，音乐作品有：‘窗花舞》、《晚会》、湖南花

鼓戏《小拜年》、《过新年》；到了二年级冬天，教师仍然要讲《过新年》，音乐作品有：吉

林民歌《小拜年》、奥地利歌曲《平安夜》、《龙咚锵》、《新年好》。一年盼后，音乐教材中

安排的音乐作品发生了变化，学生随着自身的成长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对“新年”的体会

有了深入，教师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时，就要将学生曾经学过的有关过年的作品与目前正

在学习的作品联系起来，增设这方面的学习目标，让学生在回忆和比较中理解不同地方的

文化和风俗，通过对过年的作品的风格感受中体味各地的风土人情。此外，在学生放完寒

假，重新回到课掌时，教师最好还要在前几节课中设计温习过年的音乐作品的目标，请学

生带着新的体验来重新欣赏和表现，得出对音乐作品的新的感悟。

音乐教学对象——学生分析的过程是了解学生学习音乐准备情况的过程，这里的“音

乐学习准备”根据教育理论关于“学习准备”的研究进行学科迁移，一般分为两类：一、

学生对音乐学习，已经具备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以及对有关音乐学习的认知水平、

态度。我们将这类音乐教学对象的分析，称作“起点行为／能力”(entry

behaviors／competencies)分析；二、对学生音乐学习产生影响的心理的、社会的特点，

包括年龄、认知成熟度、音乐学习动机、个人对音乐学习的期望、生活经验、家庭背景等。

这类分析是研究学生的一股情况，与音乐教学内容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影响着音乐教学内

容的选择、音乐教学目标的设计、甚至音乐教学方法、媒体的使用，我们称这类分析叫做

“一般特点”(general characteristics)分析。。

例如：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教材一年级第一舰中的第四课《可爱的动物》中

有歌曲《我有一只小羊羔》、第五课《静静的夜》中有歌曲《闪烁的小星星》等，部分地

区的学生可能在幼儿园中就比较熟悉这首歌曲，并学会了演唱，而部分地区的学生则有可

能未曾接触过(当然，以上仅仅是举了一个低年级“歌唱”领域的例子，实际上，在鉴赏、

识读乐谱领域中，在不同的学段，都不乏有各式各样的情况)。那么，教师在学期开始前

就有必要了解：本学期音乐课本中，有没有学生已经学过的作品，某些作品，如果学生多

数已经能够演唱，那么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让学生体验到什么更为丰富的内

容。这就属于“学生起点能力分析”。

。刘吴‘新谍程爵乐教学目标设计韧探》首都师范人学2002级硕I．学位论文P5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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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目标的制定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公式：音乐教学目标=预期学生达到的音乐

能力．当前学生音乐能力。在具体没置过程中，应注意为学生的音乐能力生成留有自由的发

展空闯，适当“留白”。

2、确立活动任务

在确立了音乐教学目标后，即可完成对音乐活动任务的设置。活动任务的设计至关重

要，它是学习活动设计中最难的也是最具创造性的设计活动。高质量的活动任务不但要将

新的音乐审美体验与学习者原有的审美经验联系起来，而且要在新的审美体验与学习者生

活经验、实践领域以及学习者的兴趣点之间建立联系，以此促进学习者审美能力的生成。

以多声部合唱教学设计《音乐王国之旅》的教学目标与活动任务制定为例。

(1)教学目标制定

首先通过对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多声部合唱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

说之前是没有尝试过的，对于学生来说，在自己演唱的同对还要去倾听别人是比较困难的

事情．在歌曲《美丽的黄昏》结尾处，出现的多声演唱，对学生而言是全新的尝试，基于

这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多种多声活动作为铺垫，循序渐进，强调学生的

亲身参与，亲身体验．活动的安排可以根据学生所能完成的情况对教学程度进行及时调整．

由此制定的教学目标如下：

a，能够演唱简单的多声部，能够为《美丽的黄昏》最后结尾处配以和声效果，初步感

受多声部演唱．

b、能够跟随do、mi，sol的科尔文手势唱出音高．

c、通过接龙、轮唱等方式学会倾听别人，与他人合作．

d，能够勇于将自己的声音展现出来，有自信的演唱．

(2)活动任务制定

围绕这样的教学目标，本课选择以音乐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通过游戏将学生带入闯

关夺宝的音乐王国之旅，在三次闯关的活动中，从声响一一节奏一一旋律，引导学生探索

声音的奥妙，了解多声部音乐的魅力，并在探索的过程中学会与别人合作．学会倾听，对

自己的歌唱有自信．具体活动的设计是从各小组内合作进行声响，节奏、短小旋律的接龙，

到最后各大组合作完成多声部和声效果，程度不断加深．因为美妙的和声只有参与者互相

聆听、互相合作才能产生，所以本堂课设计的所有活动都在学生之问互相合作中进行．

(设计者：许音蕾周迅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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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活动基本流程的设计

如果只有活动的任务或主题，而没有流程控制和监管控制，这种活动我们称之为无结

构的活动。无结构的音乐活动在实施时，控制权完全由学生掌握，教师基本失去了了解和

管理学生学习的机会，是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因此，我们不推荐在教学设计中包含无结构

的学习活动。活动的基本流程和步骤设计是一种对活动的宏观控制。基于活动建构教学设

计理论，笔者提出音乐教学活动基本流程的四个组成部分：构建动场、自主学习、交流探

究、综合建模。

l、构建动场

在上一章节中，笔者已就构建动场的价值做了初步的介绍。其根本目标是为音乐课堂

教学提供一个富有吸引力和促进里的课堂教学情境。在构建动场教学阶段，需要完成五个

方面的教学任务：(1)科学有效地导入音乐课堂教学；(2)激活学生原有音乐体验与认知；

(3)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4)帮助学生找到自主学习的方法和途径；(5)激发学生

探究学习的欲望。

以下结合李妲娜老师的音乐刨作综合课《秋思》o阐述构建动场的方式。

Ⅸ秋恶》教学导入片段1：

1．背《秋思》．介绍作者及作品的历史背景．

2．讨论词的寓意和感情，有感情地吟诵(模仿古诗词吟诵)，探讨在声调上的表现力，

集体或个人各种形式吟诵．

3．讨论《秋恩》每一句的声响(如乌鸦叫声，流水．西风、马蹄声以及表现人的哀叹．

思愁的声音)和画面(有表现的)，充分发挥想象力．分四组，每一组画一句(最后两句

一个组画)．建议小组共同构思，是共同画一幅还是每人画后集体评出小组代表画，用什

么方法画，由学生自己定．

4．各组展示，介绍本组的构思，自我评价(比较满意和不足的地方)，其他组分析和

建议(如何修改)．根据时问决定是课上还是课下再修改．

在建构动场环节，教师所需要做的就是为一粒小小的饱满的种子提供肥沃土壤、充足

的阳光和雨露。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教师从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出发，从文学艺术入手，

以诗歌的韵律启发学生对艺术形象的想象，以美术的方式启发学生展示自己对艺术的不同

见解，激发他们表现诗歌的欲望和兴趣。

2、自主学习

。金弧文‘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音乐)'东北|lfli范丈学}f；版社2004年版P26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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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是活动建构课掌教学的重要阶段，是学生在有效的教学策略支持下自主进行

的学习活动经历。自主学习有两个水平：一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教师除给予学

生充分的学习时间外，要在学习策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是学生自我主导下的自主

学习。这种自主学习，学生的自我组织水平更高，教师只起一种辅助和调控作用。就完成

的教学任务来讲，主要是基础性目标：完成基础知识学习的任务；进行相应的技能训练：

进行初步的思维探索。

《秋思》教学片段2：

5．学生分两组，每组用人，打击乐器(包括音条乐器，也可选用其他艺术类乐器)、

各种自制声响为这首词编一个配乐朗诵，并排练戍一个小作品，朗诵形式由小组决定．

6．各组表演，并围绕表现词的意境和感情方面来讨论，评价．

7．讨论：用身体动作怎样表现这首《秋思》?在配乐朗诵的基础上，用舞蹈来表现，

分组设计并排练，教师到各组观察，主要是看是否围绕词所表达的情感(可以启发，但不

能包办代替)．各族表演，并讨论、评价和修改建议。

本片段既是学生自我主导下的自主学习活动，所要完成的目标是通过探索打击乐器的

表现能力、人的肢体语言，将打击乐音响、肢体动作与诗词的艺术表现相联系，初步探索

以音乐艺术的手段表现艺术形象。在充分理解涛词，探讨诗词的韵律、意象、情感，运用

语言、图画等形式进行表现后，教师给学生提出了运用打击乐器表现诗词的任务，该任务

的最终目标是编配乐诗朗诵，成为小型作品。在利用乐器间接表现后，鼓励学生运用自己

的肢体语言直接表现艺术形象，这对于学生来说是对艺术进行表现的一大跨越，也是学生

前期学习效果提供很好的检验，有助于教师既是发现问题，调整教学。

3、交流探究

活动建构教学要求教师在组织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要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果进行

交流和探究。交流的目标是：一、满足学生交流与自我表现的欲望。让学生对自己的自主

学习成果进行适当的交流，这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交流的

过程既是学生分享同学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智慧的过程，也是通过相互交流深化学习成果的

重要方法。让学生学会交流，学会分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通过交流可以暴露

学生的探究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暴露学生学习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在交流中，师生可从

中归纳总结出关键问题，进行集中探究。可以说，“交流”是“探究”的基础，“探究”是

“交流”的深化。

《秋思》教学片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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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这首词配曲，先将词的节奏定下来，再给1，2，3，5，6五声音阶几个音，根据

字的四声高低配曲调．学唱自己编配的歌曲。

9．教师出示由作曲家编配的歌曲《秋思》(已有谷建芬，舒泽池两个作品)．教唱歌曲

(由于学生对词已非常熟悉，且尝试过自己编配，一般学唱会比较快)．

10．讨论作曲家歌曲的创作特点(可通过比较这两首风格各异的作品来分析，如节奏

上、曲调上、音阶、音程、旋律走向，以及唱法等等)．

本片段教师开始引导学生关注音乐的组成要素——节奏、旋律、曲调等等，在学生初

步尝试自己创编，对音乐创作有了初步感知后，欣赏、学唱、分析作曲家的作品，通过对

比比较，使音乐分析更为深入，帮助学生探索节奏、曲调、音阶、音程、旋律走向，以及

唱法等音乐创作构成要素。在这一教学片断中，教师引导的学生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融为

一体，裹挟而行。自主学习为交流探究提供了丰富的学生个人直接体验，为其后思维的碰

撞提供丰厚的实践基础。

传统音乐教学中，音乐分析做看作是双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把其作为学生应该掌

握的知识而不是学生应该掌握的音乐思维方式。学生对音乐分析的整个认知过程被教师代

劳，学生只需要像记住一个数学公式一样记住这首作品里旋律如何如何、结构如何如何就

可以了，不需要了解音乐为什么要这样，作曲家为什么要这样创作。这种机械式的传授与

吸收看似商效，实则与学生的音乐学习方式相违背，对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毫无裨益。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音乐学习心理规律，改变学生的音乐学习方式，真正为学

生音乐审美能力的自主生成提供最有效的引导。“交流探究”过程是学生实现自身学习方

式转变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在“交流探究”阶段，教师应注意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探究活动时闻，切忌把教学内容

“嚼碎”给学生吃，应把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尽量多地留给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现、自

主解决问题；应留给学生探究学习的广阔空间，所要进行探究的问题要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力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多样化，答案的多样化；应注意培养学生探究思维方法，教师必须与

学生共同创设一个有思维价值的问题情境，然后运用一系列思维策略打开学生的思维空

间。常见的思维策略有发散思维法、逆向思维法、集体讨论法、反思假设法、延缓评价法、

比较法、想象法、辩证思维法等等。

4、综合建模

“综合”就是指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系统化、结构化过程，“建模”就是促进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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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化、功能化。。例如，形成完整的问题解决放案，为学生今后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方

法论的帮助；形成一种新的情感心理结构，这种情感倾向为学生今后遇到类似的情感问题

具有定向性的指导作用。在音乐教学中，这种综合建模阶段，是教师课堂教学价值的一个

综合的体现，可以为学生今后在感受体验音乐时，为其提供一种理解音乐、分析音乐的途

径，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也可以是对学生音乐审美情趣的一种价值重建，通过引导

学生自己的探究活动，帮助他们建立自身的音乐价值评价体系，为其今后的音乐终身学习

提供健康的、宽阔的审美视野。

《秋思》教学片段4：

11．全班分成舞蹈组，器乐伴奏组．唱和朗诵等几个小组，用作曲家写的歌曲共同创

编．

12．一个诗乐舞《秋思》作品．先共同讨论一个总体构思，如选择哪一首歌曲，准备

唱几遍，有无前奏、闻奏、尾声(器乐)⋯⋯然后分组创编，排练，再总排合成．

13．讨论和总结：(1)这首词的艺术特点．与所学过或知道的古诗词比较，也可与现

代国内外诗词比较．(2)这个单元都使用了哪些艺术手段?它们在表现这首词时有什么是

共通的?(情感．)又有哪些是不同的?(表现手段．形式．)又有什么特点?

本片段是教师对整节课学生学习成果的一个整合，这种综合建模一方面是指学生行为

上的，通过师生共同完成一个诗乐舞《秋思》作品，共同构思艺术表现的整个过程安排，

帮助学生提高对艺术表现活动的宏观驾驭能力，增强其作为集体活动的一份子的概念，增

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另一方面，这种综合建模还指对学生思维上的、情感上的建模，

艺术是感性的，但同时它又有理性的一面，在亲身参与、直接体验之后，帮助学生完成对

艺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飞跃，是音乐教师教学的重要价值。

正如前面所言，音乐活动的设计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它无处不体现教师创造性

思维的火花，无处不体现教师对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的深刻把握。正如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中

的一项调查所体现的，艺术设计者对创新的理解大多与对作品的装饰混为一谈，而忽视设

计最本质的灵魂——创意。对于教师的音乐教学活动的设计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为打开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空闯提供有较高思维价值的问题，能够为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发展提供负

有生命力的“动场”。

。张，占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29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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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活动监管规则的设计

音乐活动的运行，更多的不是靠教师程序化的安排、语言的组织，而是需要有一个自

身的活动监管机制。只有流程设计而没有过程监管，活动的设计是不完整的。活动监管是

学习活动的微观控制，是一种灵活性非常大的活动，它的设计集中在监管规则的设计上。

活动监管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各阶段的活动成果形式。音乐课堂教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音乐活动组成。作为由多个音乐活动组成的音乐教学，各个活动就如项链上的珍珠，只有

每颗都圆润剔透，才能保证最后作为整件艺术品的项链是完美精巧的。因此，作为教学各

阶段的音乐活动，就如教学的各个小的子系统，都需要有自己的导入、发展、以及最终的

成果。只有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向上攀登，最终才能够让学生感到轻而易举的达到既定的

学习目标。正如前面所举的《秋思》一例，学生最后之所以能够完成～部诗乐舞的大型艺

术表现作品，与教师之前教学活动的层层铺垫密不可分，当各个阶段音乐活动都能够切实

有效的达到既定目标，最后的收获自然就容易很多了。

2、规定教师向学生提供的学习支架的内容和类型。建构主义教学论提出支架式教学模

式，借用建筑行业的“脚手架”的概念将教学形象化，它强调“音乐教学过程是为学习者

建构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强调教师帮助学生搭建自身音乐知识结构的支架，

向自己的“最邻近发展区”探索、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教师所需要做的就是为学生

提供学习支架的内容和类型，为其搭建一个牢固的支架，帮助学生的音乐能力由一个水平

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

3、规定干预和反馈的时机，以及奖励和惩罚的行为。及时地反馈与干预也是教师作为

教学主导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活动建构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主发

展空间，但这～教学方式的基础是教师对教学更为高超的控制能力和更为敏锐的观察能

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音乐教师要时刻敏锐观察学生的学习活动，善于发现学生音乐学

习的问题，捕捉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并及时给予反馈，鼓励学生抓住自己对音乐的

瞬间灵感并向纵深探索。适时地奖励和惩罚是教师教学管理的一门艺术，是维护学生学习

兴趣和调整学生学习行为的必要措旌。但在操作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做到适时、恰当，否

则很可能弄巧成拙。在恰当的时机，教师运用智慧的语言或简单的肢体语言给学生以启示，

就已足够，过分的夸赞和过激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4、规定时问进度的安排，调整活动目标和任务的时机。有效的音乐教学离不开对教学

。金噩文主编‘中学音乐新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Ⅱi舨社2003年版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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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结构的把握。针对教学侧重点，合理按排有限的教学时间对于活动建构教学设计尤为

重要。活动建构教学强调学生对音乐的参与，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自主发展，但充足的活动

时问必须在教师的合理计划下进行，否则教学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无法达到，教学也很有

可能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在活动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教师应及时

调整活动的目标和任务的时机，努力做到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从学生的能力出发。

(四)音乐活动评价规则的设计

任何活动都应该有个评价的步骤。学习活动的设计必须事先规定活动评价方法和标准。

这里，活动评价是指对学习者完成学习活动的情况的评价，不是对活动设计质量的评价。

活动评价规则的设计包括：1、规定评价主体，是由教师、学生还是第三者来评价。2、规

定评价的对象，既应评价预期的结果，又应评价非预期的结果。也就是说，设计时音乐教

师要根据预定的行为目标设计活动，但评价时应根据表现性目标即学生所能够达到的目标

来实簏评价。3、规定评价的参照，值得注意的是应该认识到，评价的参照分为两种：一

种是标准参照，即事先制订好的，有绝对的正确与否的界定的标准，另一种是相对标准参

照，郾以学生自身原有水平或预期应达到的水平与实际达到水平之间的对比产生的相对参

照，相对参照更为关注的是学生个体自身音乐能力的提高，适当利用相对参照可以激发学

习动力。4、规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学习成果的评价标准、对学习过程的行为表现

的评价标准。明确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音乐学习有着良好的导向作用。

三、音乐学习动力系统设计

活动建构教学论认为，“人类创造智慧的复演”应当就是活动建构教学过程的本质，

学生的创新与发展是在“智慧复演”的过程中实现的。教师正是在这样的“复演”过程中，

通过创设和展开类似的创新探究活动过程，来激活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这也正是创新教育特别强调“过程”(包括知识发生的过程、科学探究的过程、学生思维

发展的过程)的根本原因。学生的音乐学习经历这样的“智慧复演”过程，也就意味着经

历一个情感、能力相结合的原始探究过程。

在实际的音乐教学工作中，为了调动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教师经常会根据自己的教

学经验和直觉采取一些方法，如采用大量新颖的媒体材料、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布置、刺

激有趣的教学情景的铺设、以及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等等。但往往效果并不理想，学生

是否真正是对音乐产生兴趣、产生学习的动力?学生实际学习效果与教师的期许会出现很

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到底出在哪罩?

应该看到仅仅依靠外在的刺激是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研究学习动力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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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运行机制等。本文将学生的音乐学习动力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激发和维持学生音

乐学习的充分条件。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教育家、心理学家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总结出了很多动机理论，为我们解决学生的学习动力问题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依据。各种学习动机理论，从现今已被大多数学者否定了的本能论到动机的行为强

化论、需要层次理论、认知失调理论、期望价值理论、归因理论、目标理论等，它们的发

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本能论到行为主义动机理论，再到认知动机理论的过程。这些动机理论

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至今还没有走向融合或趋向一致的迹象。其中，

期望价值理论最能代表人类行为动机的运行机制，该理论证实当人们认为某件事情是自己

希望做好，并且具备获取成功的机会时，就会产生达到目的的动机；当成功的概率处于适

中状态时，才会有最强的动机。

动机源于学生自身，教育的最大奥秘即在于如何激活学生发展的内动力。在音乐教学

过程中，教师的任务和职责不是教学生如何去活动，而在于激活学生自主活动的内动力，

为学生的自主活动提供动力源泉。当学生感受到自我发展的力量与自我发展的成功体验，

那是教育最核心的能动体现。在教学领域，学生发展的内动力体现在学习动机的激活上。

(一)音乐学习动力系统的运行机制

如图所示的音乐学习动力系统的运行机制说明，学生是否参与到教师为其刨设的音乐

活动，首先取决于学生对音乐活动的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两方面内涵：对“是否能够成功”

的判断和对“是否有价值”的判断。这两方面判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学生的抉择：是积极

参与还是消极退却乃至放弃。

学生对参与音乐活动能否成功的判断除了受队活动任务认知的影响，还受到自信心和

自我认知的影响。学生对活动价值的判断除了受对活动任务的认知影响外，还受学生的兴

趣爱好以及当前自我需要的影响。学习活动的难度过大、不符合学生的兴趣、不能满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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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绪或利益需要以及长期不良的自我概念都有可能导致学生放弃币在参与的活动。

对活动结果的认知对音乐学习动力系统会产生直接影响。而学生对活动结果的认知不

但会影响自信心和自我概念的形成，而且有可能改变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自我需要的内容。

对学习结果的良好认知将对学习动力系统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对活动结果的消极认

知便构成了对学习动力系统的危害。由于不参与学习活动，就肯定不会导致丧失信心或消

极的自我认知，因此学业不良的学生很有可能采取避免失败的策略，具体表现为不参与学

习活动和选择明显超过自己能力的学习活动。

从学习动力系统的运行机制来看，学习动力的维护应重点放在三个环节：对活动是否

成功的判断、对活动价值的判断和对活动结果的认知。在这三个方面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

判断和认知将是学习动力维护的主要任务。

(二)音乐学习动力系统设计的要点

音乐学习动力系统的设计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美国心理学教授J．M．Keller经过

大量研究，提出了ARCS动机设计模型，该模型作为设计学习动力系统的思想工具得到广

泛认可。他认为学生的学习动机由4部分组成：注意(Attention)、相关(Relevance)、自

信(Confidence)和满意(Satisfaction)。这一理论是基于成就动机理论和自我效能感理论

的。

我国学者杨开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更为全面的12要素学习动力模型

CASPER-POP．CRC。这十二个要素分别为：自信、注意、相关、满意，另外又增加了好伙

伴、尊重、结果、利益、权力、代价、职责和认可8个要素。该模型主张教学除了应该引

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意识到所学内容与自己相关，有信心圆满完成学习任务，产生满意

感之外，它更加强调在学习中应该给予学生选择学习伙伴的权力，学习应该有明确的结果

形式、学生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尊重和认可，进行设计时还要考虑使学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帮助学生选择合适难度的学习任务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这一学习活动动力模型对于教学设计结果的评价提供了动力系统评价的标准。音乐教

师可以以CASPER．POP．CRC为思考框架，去认识音乐学习活动和学习环境的各个设计环

节应达到怎样的设计质量，将学习活动动力系统融入教学系统之中。下表列出了该模型对

学习活动、学习环境、知识传递的设计要求①：

4杨开城著‘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一教学设计理论的新援素》电了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Pi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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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素 有效设计
》 活动H标明确，以便引导学生的冉壶沣意(Attention注意)
》 活动受胄0学生的理想、去向、利益、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以及关注的焦点相

联系的任务情境(Relevance相关)
》 活动具有多样性和町选性，赋予学生选择活动的权力(Power权力)
》 活动的操作心该弓I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认知加工，比如，比较、分类、分析，

综合．评价等等(cmt代价)
》 活动的内容符合学生的生活绛验、兴趣爱好以及关注的焦点(R相关)

活动任务／操
》 赋于学生选择协作伙伴的权力(P权力P伙伴)

作
》 针对同一纽学习目标，应同时提供独立完成的活动和协作完成的活动(P权力)

(内容和形式)
》 活动采用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心的任务情境(A注意)

》 活动具有一定挑战性，需要学生付m一定的代价，但不能太高(c代价)
CASPER．璎o ≯ 活动小能包含歧视学生的宗教和文化的内容(E尊重)
P-(勰C ≯ 活动任务难度适中，提供水同难度等级底任务由学生选择(c自信P权力)

≯ 为学生提供额外帮助，确保学生遇到困难时，至少拥有一种获得帮助或汲取精

神动力的槊道，比如同伴辅导、教帅的帮助、同伴和教师的鼓励等‘c代价)
》 活动中要包古评价和归因的操作，以便引导学生获得满意感，消除学生的失败

感(S满意)

》 避免采用个体间竞争的活动形式，群体的学习活动尽量采用“个体阋协作，小

组问竞争”的活动形式．这种活动形式具有“成功麸享、风险共担”的特征．(c

自信C代价)

成果形式
》 确保活动具自．物化的学习成果，提交这种学习成果的代价不能太大(O结果c

CAS凇出o 代价)

≯ 允许学生以自己最擅长的形式提交学习活动的成果(C自信s满意)
BC璐e

≯ 允许学生改善并最新提交已提交的学习成果(S满意)

≯ 利用规则将活动’，学生的利益关系明确化，明确奖肋和惩罚的标准，惩罚小能

具有人身侵犯的r丰质，尽量利用能弓{起良好自我概念的称号(比如“小能手”)

或代币符号作为奖励物(P利益)
》 利用规则将评价标准明确化(s满意)
》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果评价学生，而小能只根据预期的学习目标评价学生(s满意)

监管和评价
》 为活动制定的规则不具有任何歧视({牛剐的和能力的)性质的规定(E尊重)

规则
》 赋予学生参0制定活动监管和计价规则的权力(P权力)

C盎S廿E鼠．P0
≯ 避免利用社会性比较评价学生以及他们的作品．作品的对比性评价要以匿名状

态进行(E尊重)
P．eRC 》 利用规则规定活动中学生的角色和职责(R职责)

》 允许学生以多种形式获得认日I，伙伴的、教帅的、自己的，这罂求对学生及其

作品的评价是多种形式的：教师评价、学生且评和自许(c认可)
≯ 评价学生时，以正面鼓励为主(S满意)

》 对学生作平的认ar可以规定层级(c认可)
》 为赢代价的活动配置岛的利益(P利益)

信息资源和 ≯ 资源获取难度菱低

学习1：具 ≯ 信息垃圾的存在比例要小

C盎岛嗍强渤 》 信息资源璎#富，使学生具有选择的机会

肛C风e
> 学习工具要容易使用，并且对完成活动确实有帮助

> 媒体形式要多样化，并且具有可选择性(P权力)

媒体传递设
≯ 界面布局合理，具有美感(A注意)

计
》 媒体材料的响应速度要快(A注意)

eA盥明勰糟@
》 媒体材料最好具有交互式响应(A注意)
》 媒体材料中的言语描述要使用学生的言语习惯(A注意)P-僦 》 媒体形式要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并具有变化性CA注意)

≯ 传递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符(A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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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教学评价的设计策略

教学设计评价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指对实施过的教学进行评价，实际上就是指教学

评价：二指对教学方案进行评价。而在实际的教学设计过程中，这两类评价工作都会遇到。”

∞评价意味着根据某些标准对一个人或他的业绩所进行的一种鉴定或价值判断，对音乐教

学设计进行评价是课堂教学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教学设计评价的主体主要是音乐教师，

因为音乐教师最了解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背景和学生，最了解自己课堂教学

中的优势和困难。通过自评，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设计，使教师在评价中达到自我认识、

自我评价、自我激励、自我建构、自我调整的自我发展之路，有效促进音乐教师的专业化

发展。活动建构教学设计评价在促进教师自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建立起了以教师主

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教师自评理论，为教师自身创新与发展提供一条重要的途径。以下将

就活动建构教学设计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活动建构教学设计评价的策略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音乐教学设计评价指标

教学设计存在两种状态：设计态与实旌态，与之相对应的评价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价值

判断——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取决于评价对象自身的某些属性，外在价值则体

现在评价对象的实际作用方面，必须从实效出发来做出判断。任何事物的内在价值与外在

家之都是统一的，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基础，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外化。因此，在音

乐教学设计评价问题上，本文观点是在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的思考方式下来进行评

价。即根据教学设计的某些特征对其进行理论性评价的同时，还需从教学实施的实际情况

出发对其进行经验性评价。当两个方面的评价结果造于一致时，评价的结论才可靠，相反，

当经验性评价与理论性评价做出的判断相冲突时，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归因分析。一方面对

不良的教学效果进行归因，看其实否是由于设计的缺陷导致。另～方面还要对好的效果进

行归因，看其实否是由与设计的品质所导致。着重关注理论上设计的“亮点”是否是教学

实旌中的“亮点”，如果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设计品质无关，那仍需反思，看是否需要调整

修改评价的指标体系，甚至整个设计规划。

下图列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考虑的是音乐教学系统的结构完整、内容全面、形式科

学合理以及多元性，易用性等方面。

。杨开城著‘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教学设计理论的新探索'电了T业：Ij版礼2005年版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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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项 二级指标项

学习目标的完整性 学习目标的合理性

目标的层次性 学习目标的明确性

教师任务的合理性 学生任务的适Hj性

操作步骤的合理性 学习方法的适用性
音乐学习活动

交互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合理性 学习结果的明确性

角色分配和职责规划的合理性 监管规则的合理性
微

评价标准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学习成果评价规则的合理性
观

活动进度的可控性 活动成分的多元性

学习工具的适用性 学习工具的易用性
音乐学习环境

学习资源的适用性 学习资源的易用性

知识组织的科学性 知识传递顺序的合理性

音乐知识传递 媒体形式的合理性 文字材料的易读性

媒体信息的规范性

音乐教学系统 活动衔接合理有序 结构转换的合理性

整体结构 活动衔接灵活

音乐知识内容 知识点覆盖面 重点难点处理得当

宏 音乐活动外部 活动形式的丰富性 活动的可选择性

观 形式 活动数量的丰富性 活动难度的层次性

学生独自或者小组话动的时间比例的合理性

师生互动 教师个别辅导的时间比例

教师参与学习的时间比例

实施态的教学设计评价，实际上即是教学评价。就课堂教学而言，我们永远无法找到

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教学评价方式。无论是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还是

当今最为热门的发展性评价、自主性评价，都在展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存在各自的不足。

应该看到的是，一种评价理念一旦被教育者接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教育者不断为其

赋予新的内涵的过程中，获得久远的价值。

(二)音乐教学设计评价策略

1、以系统化理念统整活动建构教学设计评价

音乐课堂教学设计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详尽的阐释，对于这

样的设计成果进行理性的反思与评价，也必须是在系统观的指导下，力求对设计的各个层

次、从宏观到微观都做到周全的考量。如上表，在宏观方面就教学系统整体、结构知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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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外部形式、师生互动等角度考察教学设计的科学合理性，在微观方面就学习活动、学

习环境、知识传递三大方面考察教学设计的实用性、有效性。

值得关注的是，系统论原理还指出，事物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实现与外界的物

质交换，才能实现创新与发展。开放是创新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音乐课堂教学设计

也应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种开放应是全方位的，其目标、过程、方法、策略等都应体现

出开放性。

2、以多元化理念统整活动建构课堂教学评价

活动建构音乐课堂教学评价应是多元、开放的。这种多元指的是评价主体的多元、

评价标准的多元、反馈方式的多元以及基于不同模式背景下的课堂教学评价的多元等等。

评价主体多元化指的是不仅学校领导、教师是设计评价的主体，同事、学生、部分家长也

应该参与到评价中来，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充当评价主体的作用。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指

的是对教师进行教学设计评价，应与教师的基础和原有基础相联系，进行纵向比较，一起

发现教师在某一时问周期中的进步和成长发展的轨迹。是教师从不同侧面寻求到课堂教学

创新与发展的起点，从而最大限度地投入到自己的优势领域，并可以对课堂上暴露出的问

题进行改进。反馈形式多元化，主张教师亲身参与、感悟课堂评价的全过程，最常用的反

馈形式是面谈式反馈，以及过程展示性反馈，成果反馈等形式。

通过实施有效的音乐教学设计评价能够激活我们的音乐课堂教学，能够带给学生无穷

的动力，它使每一个学生与教师一起去积极地学习音乐、发现音乐、探索音乐。有效的、

科学的教学评价，能够让教师在积极主动的自我评价和反思中不断的认识自我，发展自我，

获得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源源动力。还能激励教师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全面提高学校音乐教

育教学的质量。

第三章创新性音乐教学设计实施建议

一、音乐教学设计创新实施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即强调音乐教师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就要充分尊重学生在音乐学

习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关注学生音乐习得过程的不可替代性，努力为学生自身音

乐能力的建构提供最开放、最丰富的学习环境，设计能够满足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音乐学

习需要，以发展性、生成性的教学评价贯彻音乐教学的始终，发扬教学民主，要让学生真

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充分参与课章教学的各种活动中，充分体验音乐的人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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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自己的音乐才能，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让音乐课掌教学焕发

出生命的光彩。

(二)发展性原则。即强调要改变过去把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的简单做法，要把

音乐课堂教学的重心由原来的以教学生记忆现成结论为主，转变到引导学生主动探求未知

的音乐感知与体验上来。要重视学生体验音乐过程的教学，在体验音乐、创造音乐过程的

教学中展开对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有机引导与训练，尤其是要着重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和音乐实践能力。

这样的发展性，也是指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学生心理的安全性方面，即学生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的心态是开放的、自由和不受压抑的；其次是表现在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方面，既

不完全拘泥于音乐教材，也不完全局限于教师的音乐学术视野；再次是表现在思维空间的

开放性方面，即教师要充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开放性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与引导，

不应当轻率地否定学生的探索；最后是表现在教学结果的开放性方面，即不能够仅仅是满

足与课本、权威和教师的所谓标准答案，等等。这种开放性体现在：1)教学目标的开放。

2)教学内容的开放。3)教学空间的开放。4)教学方式的开放。5)问题设计的开放。

(三)独创性原则。它是一种在传承基础上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独特思考与见解的个性

化品质。独创性包括音乐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学生音乐学习的个性化礴个方面。从教学的

实践层面来看，一方面，教师教学的独创性首先应体现在对教学内容(这晕主要指教科书)

的处理上，即教师是否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富有创意的改革与灵活处理，包

括有机地增删、整合与重组；其次，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不仅要紧密贴近教学内容和学

生的实际，与当时的教学情境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学生个性品质的展示与发

挥，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特点的方法进行学习；再次，教师还应当能够

艺术化地驾驭课堂，师生之问能够和谐共进，教师的教学个性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

方面，学生音乐学习的独创性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学生善于自主选择适合自

己的方式进行学习；二是学生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或结论，善于独立思考，多向思维；三

是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的内容去适应新的情况，并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拓宽自己的事业；

四是学生具有敢于质疑、大胆想象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胆识；五是学生对学习目标能够有

清晰的认识，自主学习的意识强，并善于提出独到的见解，等等。

(四)情感性原则。在这里所说的“情感”，不仅是指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学

习动机等，更是指学生的内心体验和心灵世界的丰富。创新教育强调要营造一种适宜创新

人才成长的“土壤”和良好的环境，音乐本身即是情感的艺术，对于关怀学生的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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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有着自身明显的学科优势，这也是其成为创新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

学生是具有巨大情感内涵的生命体，情感是学生的一种内在素质，是学生人格及个体

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特征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能够最大限度地主动

寻求和挖掘音乐教材中蕴涵的情感因素，从情感维度对教材内涵进行把握，并对内容进行

相应的加工处理，使教材内容在向学生展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在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

让“教师——教材——学生”有机地融为一体，在交互对话中、在音乐鉴赏、参与、体验

中产生情感共鸣；二是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课常教学要紧密与现实生活

接轨。四是富有情感性的教学活动应当贯穿于音乐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正如音乐离不开情

感，音乐教学活动也无法脱离人的情感而独立存在，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一方面是在进

行音乐活动形式内容的创造性设计，另一方面也是教师自身一种情感上的创造性体验，只

有关注学生情感体验的音乐教学设计，才能够真正做到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力的展开

提供毫无束缚的人文情感环境。总之，活动建构式的课堂教学，应当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学

习的无穷乐趣和探求未知事物的成就感和愉悦感，体验到课堂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享受到

课堂生活给他们所带来的“幸福度”。

．(五)艺术性原则。针对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艺术性原则不仅指教学艺术的运用，

更重要的是指音乐教学设计的音乐性原则。艺术类学科与知识技艺类学科的根本区别就在

于艺术是以整体的形象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内涵，而知识技能则将整体的艺术形象分解成不

具任何意味的图形与符号。音乐首先以其直观的感性形象冲击我们的身体感官，触摸我们

的耳膜，进而触动我们的心灵。首先被我们的五官所直观感受到的艺术形象，并不会仅仅

令我们停留在单纯的五官感受。在感受的同时，我们的脑海会浮现出完整的只属于我们自

己的艺术形象，而每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的音乐艺术形象，都潜蕴着个体对其所经历的社会

及生活的深度理解。因此，在这里，想象力是创造性的，对每个个体而言，这样的想象都

必然是独特的。同时，这个创造的过程，又伴随着感官的愉悦享受不知不觉融入了理性的

思考，因此，音乐艺术是通过有限的音响形象展现出无限的理性内容，任何确定的概念和

技法都无法表达或穷尽整体的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意味。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学科或大学

科的设计模式，必须从音乐教学的特殊性出发，从学生的音乐学习规律出发。

二、音乐教师创新能力培养途径与手段

创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作为实施这种教育的教师，当然应当是创造型的。

所谓创造型的音乐教师，就是具备了各种创造性素质和能够胜任创造教育任务的教师这种

创造力是音乐教师自身实力与方法结合的产物。成为创造型教师应该成为每一位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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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追求。

(一)实力是音乐教师设计创新的保证

l、创造型教师的基本个性品质

实力不仅仅指一个人外在的能力，还包括其内在的个性品质。创造性教师也是一种创

造性人才，具备创造性人才的各种心理索质。根据音乐教师的职业，一位创造型音乐教师

应具有的心理品质如下：

一是要有深厚的爱心、耐心和诚心。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心灵的润滑剂。如果说

父母的责任是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教师的全部使命就是为了造就一颗健美的理智的

心灵。每一位音乐教师都应该树立起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对学生深厚的爱

心、耐心和诚心。

二是有责任心、信任感和真理感。责任心是一位音乐教师从教首先必备的素质，只有

对自己对他人有责任感的人，才有可能在教师这一岗位上不断追求、不断探索。

三是善于理解人、尊重人和乐于助人。音乐是心灵沟通的艺术，音乐教师惟有敞开胸

怀，对学生、对艺术有着极强的包容能力，才能够真J下做到架起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与学

生共享艺术的美妙。

四是高度的民主作风，公平待人。活动建构教学设计模式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学习环

境，这种开放即指教学目标的生成性，也指教学评价的多元化，指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

融洽、平等。

五是富有独创精神，乐于接受新事物。独创性是一切创造性人才所共有的特质，创造

性的教师也不例外。开拓的眼界、对事物积极乐观的态度是创新思维的动力。

2、创造性音乐教师的多元知识观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创造性音乐教师的创造能力需要有博大而高

深的知识结构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音乐是众多艺术中的--fl，音乐教师的知识结构应具备

三方面：

一是精深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音乐教师手中的工具，也是其从事音乐教学和研究

工作的主攻方向。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跟踪本专业的发展新趋势和最新研究成果是每一位

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一步。自课程改革以来，对音乐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要求就成为广

大学者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一专多能”还是“多能一专”，都可以看出对音乐教师的要

求的不断提高，一位合格的音乐教师首先需要具备的就是良好的音乐素质，在音乐领域的

精深造诣，以及音乐艺术内各领域的触类旁通的能力。



首都师范人学颂1‘学位论文 新谍程音乐教学设计创新之理论‘j实践研究

二是广博的边缘学科知识。人类发展至今，已有的知识的却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广博

的程度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即需要有一定的预本号业有关的边缘学科知识，音乐教师应有

意识的涉猎姊妹艺术等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还应有意识的丰富自身的生活体验。这

对于音乐教师而言，是人文素养的要求，是为音乐教师的教学提供强大的后盾与支持。只

有强大的人文素养的积淀，音乐教师的教学才能够厚积薄发。

以2007年于北京举行的“名师大讲堂”上，陈文明老师的高中音乐课《琴韵千古有

知音》为例。整堂课教师并没有使用过多眩目的多媒体课件或华丽的词藻来作为开场白，

有的只是一架古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音乐教师，一块黑板。从对古琴实物的近距离观察，

到教师的悉心解答，再到“琴棋书画”我国古代文人四大传统修养的娓娓道来，陈老师一

手漂亮的篆书充满豪情的挥洒于墨绿的黑板上，时空在他尽情挥笔处交会，跨越时空的隔

阂，学生与古代文明面对面的接触。当教师缓缓坐于琴前，轻抚琴弦，悠扬的琴声轻轻的

飘入每个在场聆听人的心中，试问这样的冲击力、震撼力又有哪种问接的教学手段能够比

拟?相信这样的一节课不仅会让每位学生了解热爱古琴音乐，而且对他们每个人的人格培

养方面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一切全是教师日常教学以外不断拓宽自身眼界、自我

提高的结果。

(二)方法是音乐教师设计创新的路径

得法则是半功倍，一位创造性的音乐教师不仅应是一个专业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又

应是一个方法论专家，能够随时为学生的音乐学习提供有意的方法指导。

设计并非总是靠昙花一现的创意，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本文的大量篇幅也都是在试图

证明这～点，科学的方法论是音乐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创新的有效路径。本文所提出的客观

主义音乐教学模式、建构主义音乐教学模式以及活动建构音乐教学设计模式都是教师进行

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有效路径。植根于自身对音乐作品(教学内容)的深刻体验感受，充

分理解学生的音乐学习心理，辅之以科学的系统的方法，相信教学创新对于音乐教师而言

将成为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在是空中楼阁。

以名师大讲堂全国优秀音乐教师杨西婷老师的小学欣赏课《打字机》为例，笔者无法

想象在短短的四十分钟的音乐课上，面对一群第一次接触的学校四年级的学生，这样一首

复杂的管弦乐小品能够被教师阐释的如此深刻。教师从几段有趣的音乐入手，启发学生探

索音乐与艺术形象的关系，直奔本节课的主体——昔乐对打字机生阴的形象描述，并以此

贯穿全课，结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达尔科罗兹体态律动教学法等等，以音乐活动管穿始

终，无数次的聆听，每次都变换不同的聆听方式，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游戏中了解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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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意义、记住了音乐的主旋律、探索了音乐的结构、自己指挥并为音乐伴奏，在40分

钟结束时，学生优异的表演博得在场数百位教师的集体喝彩，为他们自己带来了无比的成

就感。而这又来自于哪里?相信与教师对音乐教学设计方法的灵活掌握是分不开的。

(三)自主发展意识是音乐教师创新的动力

教学设计创新是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它体现的是音乐教师对自身

所从事教学工作的热爱，体现的是教师对本身职业的无限尊重与对自身发展的积极进取精

神。

自我发展意识是音乐教师创新的动力。只有教师自身自我发展意识的存在，教师才可

能为不断提高自身能力而不断努力，形成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学习观。才能在每同繁重

的教学任务之后能够进行反思与总结，不断自我完善。

在与国家级骨干教师宋曼蕾老师的谈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她所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身

不断自我发展的意识是分不开的。早在多年前的北京学习期间结束时，他返家的行囊中最

多的不是给亲人带去的礼物，而是大量的学习光盘与学习资料。这种日常的点点滴滴日积

月累于她的教学中，聆听她的公开课《非洲歌舞音乐》，她轻松诙谐中充满智慧的个人教

学风格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课堂上，宋老师为孩子们搭建了～个自主教育平台，引导孩子们探索发现，参与体验，

聆听感受，相互启发。通过非洲歌舞音乐中跳动的节奏，摇动的旋律，摆动的歌声，晃动

的躯体，把孩子们带进了非洲丛林，带进了非洲音乐，带进了非洲文化，同时也把这一切

带进了孩子们的那一颗颗成长着的心。这一连串的教学行为，使课堂渐入佳境，从走进非

洲到走进非洲音乐，从感官参与到自主创新，沉闷的教案在崭新的教学理念的支撑下，鲜

活、生动、真实地在这个自主教育平台上拓展延伸。

提升学生的音乐能力，应该是每一位老师最基本的教学追求，但在尺度的把握上，却

参差不齐，许多教师在做课时只顾表现自己，经常忽略教育对象，把自己的追求错当成教

育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因为，当老师表演得十分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

学生探索发现的过程取代了，其结果无异于取消了学生获得学习能力的机会与权利。

宋老师把教学理念锁定在提升能力、引发思考、共享文明上，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丰

富的音乐教学活动，使我突然想起这两句名言，“战的目的是为了止战”，“教的目的是为

了不教”，这些直白、质朴的语言，蕴涵着丰富的哲理，揭示着教育的真谛。宋老师用她

的创新教学行为大胆的向传统教学理念挑战，向无效的教学行为挑战，向自我价值体现的

教学模式挑战，勇敢地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将自己置于一个“头羊”、“首席”、“朋友”“导



首都师范人学硕I‘学位论文 新潍程音乐教学．搜计创新之理论‘，实践研究

师”的位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关注孩子们学习的过程，体验孩子们学习的感受，

提升孩子们学习的能力。这样的教学无疑是一堂好课!

综上所述，唯有实Jj+方法+自主发展意识三者有机结合，音乐教师才能谋求到自身教

学创新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为学生带来“美丽”而“快

乐”的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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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教师，是一个充满无限创意和想象空问的职业，虽然有时它体现出的可能只是量化的

教学质量，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无处不蕴含教师创造性劳动的智慧。新世纪，对于教育

所培养出的创造性人才的需求，促使我们更加关注教师自身创新素质的培养与发挥。

音乐教学设计是音乐教师创造性智慧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其对音乐、对教育、对学生、

对人生感悟的结晶。对于教师来说，教学设计过程是一个教师实现教学理想与展示自我价

值需要的过程。如果要课堂恢复生命的活力，首先就要激发教师的生命活力。因为，如果

没有教师的激情投入，任何先进的教学方法都会变得苍白无力，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

因而，活动建构教学要求教师主动担负起学生学习引导者与辅助者的责任，将教学目标指

向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将自身的情感与学生紧密相连，在学生的进步中体验自身的价值所

在。成为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应该是每一位音乐教师的职业追求。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探索两方面，阐述了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本质以及这种创新本质如

何体现到教师的教学设计活动中去一活动建构教学模式的操作问题。对设计创新的研
究，能够为音乐教师的创新提供一条有效的实施途径，这一课题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必须承认的是，教师音乐教学创新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教学设计环节，在整个教学

实施阶段这～问题都将足教师应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本选题仅仅锁定教学设计这一环节

谈创新，日的在于抛砖引玉，就单此一个环节问题的解决为音乐教师的创新教学提供一点

点启示。还应看到的是，音乐教学设计的创新，不仅仅需要有切实的创新途径、创新模式，

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每一位教师自身创新生命力的激活，因为只有自身生命的激活才是无限

创意的源泉。而音乐教师创新能力又是一个庞杂的课题，需要对其多元知识结构的建立、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途径、教师创造性教学心理等等问题进行踏实的研究。本文仅是对音

乐教师教学设计创新问题的初步探索与研究，对于这些影响教师音乐教学设计创新的因素

并未能展开论述，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教师设计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还需我们努

力研究，在今后的教学工作和研究中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音乐教学设计是音乐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它并非只是一种课前的预设行为，而应该

根据课堂教学进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随即进行灵活调整，即它应当是动态的和创生性

的。随着混沌学、解释学等理论的发展，教学设计理论正在向着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方

向发展。音乐教师在进行设计时，应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捕捉住某些具有创新

教育意义的关结点，而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与探索尝试，让创新实践伴随学习的全过程，让

创新真正成为音乐教师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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