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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视角下小学音乐课堂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究

◆翟　悦

(南京市南化第三小学, 江苏 南京２１１５００)

【摘要】大单元教学是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情境创设是大单元教学的重要载体.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

教师需要通过深入研读课标找准单元定位,以核心素养为目标,创设单元情境,以大情境统整单元教学,开展多维评

价,使得学生能够在真实、有趣、结构化的情境中进行知识的自主建构与核心素养的发展.本文对大单元视角下小学

音乐课堂情境教学的实践展开了研究,以供相关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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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艺术课程标准》指出：“指向核心素养的教

学，超越零散的知识、技能，要求教师整体把握教学内容，

将教学内容有机整合起来，促进学生对知识进行整体联系和

构建。”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时积极主动地在已有经验的基

础上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形成

学科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正确价值。 以往教师备一课上

一课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站在更

高的教学视角进行大单元整体设计，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

发，创设真实的情境，将知识以结构化的形式镶嵌其中，学

生在情境中、活动中、应用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发展核

心素养。

１　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

《艺术课程标准》提出了音乐学科的核心素养为审美感

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是课程目标、三维目

标的整合和具体化，是音乐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新

课改从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转化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加

注重学习过程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关注学生是否在学习过程

中进行知识的自主建构和形成自我的完善。 显然，零碎的

知识和被动灌输的学习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

求。《艺术课程标准》提出音乐教学设计应“优化内容组织

形式，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

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要求。”音乐学科不再仅仅

只是传授音乐知识，而是要融合相关艺术、其他学科以及社

会生活中与学生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音乐课堂的容

量更大、要求更高，学生的自主性、实践性在课堂中寻求更

大程度的发展。 因此，基于真实情境下的教学与评价，以

任务为驱动指向学生思维和能力发展的大单元教学就应运而

生了。

２　大单元视角下的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的核心是激发学生的情感，情境的创设拉近了

学生与生活实际的距离，也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学生

在优化的情境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之中，获得主动发

展。 大单元视角下的情境教学不仅指向具体知识点的学

习，更指向在真实的情境中整合教学目标、内容、活动、评

价等过程，突破教材和章节的边界，融入相关内容，将教与

学的过程整合起来，促进学生系统知识的学习以及核心素养

的形成。 大单元视角下的情境教学借助情境中的任务实

践，实现大单元学习内容的横向整合和单元教学过程的纵向

整合，拓宽了学生知识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其本质在于学生

在真实情境中获得知识迁移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３　大单元视角下小学音乐课堂情境教学的实践路径

大单元教学强调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因此教师的课堂教学也应基于真实生活创设情境，

指导学生在情境中探索、实践、解决问题。 在小学音乐课

堂教学中，深入研读课标，找准单元定位，以核心素养为培

养目标，结合目标创设单元情境，以大情境统整单元教学，

对学生进行多维评价，使得学生在真实、有趣、结构化的情

境中获得知识的自主建构与核心素养的发展。 本文以苏少

版小学音乐一年级上册第八单元《隆咚锵》为例，阐述大单

元视角下小学音乐课堂情境教学的具体做法。

３．１　研读课标，找准单元定位

《艺术课程标准》在１～２年级唱游音乐中要求：在音

乐体验中唤起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初步了解中国音

乐文化和世界多元音乐文化。 学生在音乐中体会音乐与生

活的联系，感受中国音乐文化，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

性，唤起心中对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以及对于优秀传统文

化的自信心。 因此本单元的定位为：学生在体验具有浓郁

民俗特色音乐的过程中，接受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感

悟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好的生活的热

切期待。

３．２　确定目标，指向核心素养

坚持以美育人的音乐教学理念以落实核心素养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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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通过感受、表现、创造、联系等音乐实践活动来感

受美、表现美、创造美。 单元目标的确立是核心素养在教

学上的具体体现，每个目标环环相扣、持续递进，共同指向

核心素养的达成(如表１所示)。 单元目标体现了教学目标

的统领性，而课时目标则是单元目标的进阶达成，单元目标

进一步细化于每个课时目标之中，循序渐进实现学生的深度

学习(如表２所示)。

表１　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 目标具体内容

审美感知 感受音乐表达的新年的欢乐氛围,体会音乐与生活的联系

艺术表现 通过歌舞表演、体态律动、乐器伴奏等实践活动,体现音乐热闹、欢快的情绪

创意实践 能用歌舞表演、歌词编创、乐器编配等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新年的喜爱和期待,并进行创造性的表现

文化理解 了解中国新年的起源以及人们庆祝新年的不同方式,初步了解时令与节日的密切联系

表２　课时教学目标

课时 教学目标１ 教学目标２ 教学目标３ 教学目标４

课时１
聆听«乘雪橇»,随乐展开想

象,感受冬季情景

学唱«堆雪人»感受三拍子的

体态律动,用优美的声音演唱

歌曲

加入碰铃、双响筒等打击乐器,

尝试 用 体 态 语 言 表 达 自 己 的

情绪

在音乐中模拟乘雪橇和堆雪人

的场景,共同体验冬日游戏的无

限乐趣

课时２
聆听«放鞭炮»,感受乐曲的

喜悦情绪

根据自身生活经验,有节奏地

模仿烟花、爆竹等各类鞭炮声

全班分两个声部模仿鞭炮声,学

习二声部的同时感受节日中家

家欢庆的喜庆氛围

初步 了 解 时 令 与 节 日 的 密 切

联系

课时３
学唱«隆咚锵»,感悟音乐中

表现的喜气和民俗情味

以«秧歌调»作为伴奏音乐学

跳秧歌舞,进一步强化对于音

乐的感受和表现力

用歌舞表演、歌词编创、乐器编

配等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新年的

喜爱和 期 待,并 进 行 创 造 性 的

表现

在锣鼓鞭炮和热情的秧歌舞中

投入红火的年节,了解中国新年

的起源以及人们庆祝新年的不

同方式

课时４ 单元回顾

完成情境评价任务,运用课堂

所学,将自身对于新年的热爱

与期 待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表 达

出来

能对自身和同伴的表演进行评

价,选出自己心中的音乐会最佳

表演嘉宾

在体验具有浓郁民俗特色音乐

的过程中,感悟音乐与生活的联

系,培 养 对 美 好 的 生 活 的 热 切

期待

　　３．３　结合目标创设单元情境

该单元教材安排了《放鞭炮》《秧歌调》《乘雪橇》《隆

咚锵》《堆雪人》５部作品，旨在让学生感受“过新年”的热

闹氛围。 通过学习作品，学生能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

并能通过打击乐器伴奏、身体律动等方式感受二拍子三拍子

的不同韵律，区分乐曲的各个段落。 按照顺序依次教学，

学生接收到的就是关于作品细碎的知识点，无法形成对我国

时令和年节的整体认识，对音乐与生活的联系认识不足，对

学完作品后积极表达的愿望不强烈。 大单元设计在学生学

习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单元大概念：充分感受音乐表达

的“过新年”的热闹氛围，初步感受音乐与生活、与自然的

关系。 基于大概念创设迎接和庆祝春节的大情境“红红火

火中国年”，学生在情境中完成相应的任务，在游戏、演

唱、演奏、律动等实践活动中主动感知、表现、创造音乐，

学生在锣鼓鞭炮声中投入红火的年节，唱着歌曲扭动秧歌，

形成一个步步推向高潮的民俗情境。

３．４　以大情境统整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以大概念为核心，以大情境统整单元教学，

大单元中各个课时既有各自的任务活动，也相互联系，共同

指向大概念的整合理解。 本单元用４个课时完成。 课时１
根据现实中的时令与作品特点，教师创设冬日漫天雪花的任

务情境，邀请学生在雪地里堆雪人、乘雪橇，在情境中边演

唱边和同伴做堆雪人的游戏，感受三拍子的律动，用打击乐

器伴奏来抒发内心的快乐和模仿雪地中小动物的脚步声，侧

重核心素养中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能力的培

养。 课时２中教师将《春节序曲》片段作为补充作品拉开

春节的序幕，唤醒学生相似的生活经验，二胡演奏的《放鞭

炮》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让学生感受到民族乐器在

欢庆民俗节日中的独特作用和艺术魅力。 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的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力获得进一步发展。 课时３教师

创设欢度春节的情境，学生兴趣高涨，情绪激动，乐于跟着

音乐放声高歌、敲锣打鼓、扭动秧歌，尝试自己编创简单动

作给歌曲伴舞。 教师启发学生用《隆咚锵》的节奏来给同

学、老师送上祝福语，在《秧歌调》的音乐中师生跳起秧歌

舞，并尝试编创简单的动作融入其中。 课时４作为综合展

示环节，学生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自身对于新年的期待与

理解。 学生在切身体验和应用的真实情境中发展核心素

养，形成对民俗文化的更深层理解，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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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熏陶，感受生活的幸福，感悟音乐与社会生活的

联系。

３．５　多维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大单元情境教学在进行评价设计时首先考虑在哪些情境

任务中展开评价，具体针对其中的哪些内容，接着根据教学

目标、任务内容等提炼出具体的评价要点，这些评价点是教

师评价的落脚点，也是学生自我衡量的着力点，是判断学生

学习结果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 本单元创设新年音乐会的

情境在班级中展开评价(如表３所示)，学生根据自己擅长的

部分报名音乐会中的主持人、歌唱、演奏和歌舞节目，力求

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地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鼓励学生

多维发展，引导学生积极与同伴交流，以评促学激发学习积

极性。

表３　新春音乐会评价表

评价环节
评价标准

☆☆☆☆☆ ☆☆☆☆ ☆☆☆
评价主体

小主持人

能跟老师同学自信、准确地介绍

中国新年的起源以及人们庆祝

新年的不同方式,说明时令与节

日的密切联系

能跟老师同学大致地介绍中国

新年的起源以及人们庆祝新年

的不同方式,基本说明时令与节

日的联系

能在老师与同学的提示下大致

介绍中国新年的起源以及人们

庆祝新年的不同方式,简单说明

时令与节日的联系

歌唱节目
能够用优美自然的声音演唱歌

曲,准确表达歌曲的情绪

能够用自然的声音演唱歌曲,基

本表达歌曲的情绪

能够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演唱

歌曲,大致表达歌曲的情绪

演奏节目
选用合适的乐器给歌曲伴奏,能

够表达自身对于作品的理解

选用基本合适的乐器给歌曲伴

奏,大致 表 达 自 身 对 于 作 品 的

理解

选用乐器给歌曲伴奏,演奏节奏

基本符合音乐韵律

歌舞节目
与同伴合作完成秧歌舞,准确表

现歌曲欢乐喜庆的氛围

与同伴合作完成秧歌舞,基本表

现歌曲欢乐喜庆的氛围

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与同伴合

作完成秧歌舞,大致表现歌曲欢

乐喜庆的氛围

学生自评

生生互评

教师评价

４　结束语

大单元视角下的小学音乐课堂情境教学，基于学生经验

围绕课程标准创设真实、有效的情境，学生在情境中真正实

现知识技能的学习、音乐素养的发展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教师在情境中引导、关注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建构，克服音

乐教学中的随意性，帮助学生在具有逻辑性、结构化的音乐

课堂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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