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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音乐

教材建设与课堂教学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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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是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与课堂教学从前自觉到自觉再

到自信的历程。１９７９—１９９８年是前自觉的２０年，知识偏难，音乐专业性强，音乐

课程依靠外在工 具 性 来 强 调 自 身 的 重 要 性，未 自 觉 自 身 的 独 立 价 值。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是逐步自觉的１０年，通过人文主题单元编写的体例，将音乐教材从专业化和歌

本集的前自觉状态中解放出来；新增流行音乐、体现多元文化、新入创造领域，使

音乐教学内容得到优化和升级。２００９至今是走向自信的１０年，教材修订突出音乐

主题，知识点的编写渗透教学智慧；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的特点，增加创造的份

额；课堂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民间力量参与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教学探讨。在

行动中，教材建设重在宏观引领，课堂教学质量提升重在教师的自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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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来，我 国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材 建 设 和 课 堂

教学经历了从 “前自觉”到 “自觉”再到 “走向

自信”的三个阶段。只有发现其从哪里来，总结

其是什么、分析其到哪里去，将音乐教材建设和

课堂教学发展之路推向澄明，才有底气对未来之

途进行理性展望和反思。

一、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８年，是前自觉的２０年

（一）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专业性 强，知 识

偏难

教材采用专业音乐院校的编排方式，以乐理

知识和音乐作品为主线，体现了严密的学科逻辑

体系。以根据１９７９年版教学大纲编写的 《全 日

制十 年 制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材》为 例。教 材 汲 取 了

５０年代 《唱 歌 集》的 模 式，一 首 歌 一 个 教 学 单

元，穿插乐理知 识、欣 赏、练 声 曲、视 唱 曲 等；
教材不乏 专 业 色 彩 浓 的 词 汇 和 话 语 如 “歌 唱 技

能”“视唱训练”“发声练习曲”，“为了培养学生

的唱歌技能，每册还编写了一些发声练习曲供教

学时选用”， “视 唱 训 练 有 机 配 合 乐 理 知 识 的 学

习”。［１］４８知识偏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偏难表现在选材上面没有考虑儿

童的认知特点，成人化色彩浓厚。例如， “三年

级起按照大纲要求，进行民歌介绍，声乐表演形

·４１·



式介绍，民族民间音乐、优秀歌剧介绍，中外乐

器介绍等，并对中外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适当加

以介绍，如歌剧 《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聂耳

的 《金蛇狂舞》，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刘天

华的 《光明行》，贝多芬的 《田园交响曲》，肖邦

的 《波兰舞曲》等”。［１］４９

第二，知识偏难表现在知识的选择上没有考

虑基础教育的特点。中小学音乐教材里面有大量

的音乐专业知识，如视唱练耳、固定调 唱 名 法、
识读带有升降记号的乐谱等。国家教 委１９９２年

颁发的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音

乐教学大纲 （试用）》中虽然改成相对容易的首

调唱名法，却把调式调性的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就

做安排，［２］我们知道，一升一降的调 式 是 考 音 乐

学院的基本要求，三升三降是音乐专业本科生的

学习内容，这么难的知识点显然对于中小学生来

说没有任何必要。
第三，按照教学大纲和指定教材上课，教师

只能把课上成类似专业音乐学院声乐专业学生的

学习模式：听赏录音或老师的范唱—学唱歌谱—
学唱歌词—艺术处理。［３］

中小学音乐教材和课堂教学出现专业培养倾

向来自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受５０年代 苏 式 教

育的影响，不仅是音乐，中小学每门学科都存在

知识难度偏高现象。其次，改革开放初期，教材

编写的专家大都来自音乐院校的领导和教授。在

当时音乐正待复课的情况下，在还没有来得及研

究怎样遵守基础教育的规律和中小学学生发展特

征来进行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的背景下，这批经

过十年浩劫、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们到处奔走相

告，呼吁重 视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育，① 对 他 们 而 言，
没有什么比快一点地把音乐课开起来，把歌唱起

来，把乐理知识捡起来，把识谱练起来更重要的

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前自觉性特

点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音乐课程依靠外在的工具性来强调自

身的重要性，未自觉自身的独立价值

当时的音乐教育研究在时间上起步晚，相对

来说也缺乏深度，其中关于为什么要开设音乐课

的价值研究，还无法跳出 “音乐可以带来什么好

处，具备什么功能”的思维，欲求挖掘工具性价

值来引起社会对音乐的重视，还无法自觉音乐课

自身的独 一 无 二 的 价 值。５０年 代，音 乐 教 育 是

用政治功能来争取地位，那个时代秉承的是 “音
乐教育一定要有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要服务于

政治并服从政治，绝不能 ‘为唱歌而唱歌’是最

有代表性的宣言”［４］。这种认识到 “文革”期 间

走向 “一堂音乐课就是一堂政治课”的极端。９０
年代，在政治的附庸还没有退却的时候，音乐又

被强化成智力开发的工具，当时有大量学音乐的

孩子会变聪明的文章②。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

成立后的音乐教育一直被功利性思想所绑架，直

到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日制义务

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实验稿）》的颁布，理论界

开始反思，一直到２０１１年新修订的课标 提 出 以

“音乐审美为核心”，才有大量研究关注音乐课程

独立的价值。［５］

这２０年，尽管教材建设和课 堂 教 学 处 在 前

自觉阶段，但可喜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第一，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８年，教学大纲不断

修订，教 学 内 容 从 单 纯 歌 唱 到 加 入 欣 赏、器 乐

等，音乐课日 益 明 白 自 己 要 教 什 么；教 材 从５０
年代 单 纯 的 唱 歌 集 （歌 本）到７０年 代 歌 唱 集

（歌本）与 教 材 共 存，再 到９０年 代 歌 本 慢 慢 退

却，教材建设日益成熟。

第二，一些伟大 的 事 件 不 断 发 生， “照 亮”

了从前 自 觉 到 自 觉 的 过 渡 的 道 路。１９９３年，国

务院颁布了 《中国教 育 改 革 发 展 纲 要》，明 确 将

“素质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决策。

作为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作出积极

回应，改变了课堂教学单一的唱歌模式，低年级

出现唱歌 与 游 戏，音 乐 欣 赏 的 内 容 出 现，２０００
年取消一些专业要求，发展学生的普及性技能。

１９９７年 《全日 制 普 通 高 级 中 学 艺 术 欣 赏 课 教 学

大纲 （初审稿）》颁布，标志着我国大陆进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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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贺绿汀 《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对目前音乐教育的设想和建议》，赵 沨 《音 乐 教 育 的 几 个 问 题》《对 普 通 音 乐 教 育 的 一 些

建议》，这些文献全部详见孙继南编著 《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宋莉莉 《音乐与儿童智力》，载 《中 国 音 乐 教 育》１９８９年０３期；张 继 忠 《漫 谈 音 乐 教 育 与 智 力 开 发》，载 《中 国 音 乐 教 育》

１９８９年０１期，等等。



中开设音乐课的新纪元。
第三，８０年 代 初，上 海 音 乐 学 院 的 廖 乃 雄

先生引进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启发了改革开

放后第一代音乐教育学者李妲娜、许卓娅、尹爱

青等，首批音乐教研员郁文武等，卓越的音乐教

师章连启、陈蓓蕾等。
当我们从 历 史 唯 物 观 的 角 度 回 眸 这２０年，

会理解这 个 时 期 音 乐 教 育 特 点 的 必 然 性 与 合 理

性。旧的教学观念、思维惯性包括左的思潮的影

响都需要在岁月流逝中慢慢荡涤，科学、理性的

自觉之路需要时间的沉积。

二、从１９９９年 至２００８年，是 逐 步 自 觉 的

十年

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启了音乐教

材建设和课 堂 教 学 的 自 觉 历 程，２００１年 颁 布 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 音 乐 课 程 标 准 （实 验 稿）》让

音乐课程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全面颠覆性的转变，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人文主题单元的编写体例将音乐教材

从专业化和歌本集的前自觉状态中解放出来

新课标要求教材编写注重音乐文化与姊妹艺

术、其他学科的综合，首先是在体例上打破以课

时为单位，一课一歌 （一曲）的组织方式和音乐

专业学院的以音乐知识为中心的编写方式，采取

人文主题为单元的编写体例。例如，初中六册音

乐教 材，每 册 的 第 四 单 元 统 一 设 置 为 “神 州 大

地”主题，包括辽阔的草原、江河万古流等六个

部分［６］。这个单元的目的是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

乐作品，渗透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而 “介绍世界多元音乐”则贯穿在初中三年

六册的教材中的 “环球之旅”主题单元。此外，
将单元主题与季节相结合，在国庆节前后，安排

“祖国颂歌”单元，接下来是 “金色的秋天”，选

录了八首秋天主题的音乐作品，还有三部非音乐

作品，分 别 为 摄 影 《金 秋》、散 文 《秋》、国 画

《深秋》［７］。总之，主题的确定是从音乐与人、音

乐与自然、音乐与民族、音乐与社会等方面进行

提炼，淡化知识和专业，打破单一歌曲的格局。
（二）教材实现了音乐教学内容的优化升级

教材彻底告别教学大纲时期的 “歌本”样态

和课程内容 的 “繁、难、偏、旧”，囊 括 了 新 课

标提出的四个教学领域即感受与欣赏、表现、创

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并将其精心安插编排到各

个单元当中，综合烘托出各单元 “三维目标”的

达成。每 个 单 元 设 置 相 关 的 音 乐 基 础 知 识，如

《动物狂欢节》中 《小鸟，小鸟》的学习，首先

对乐曲中６／８拍的概念进行阐述，然后让学生选

择符合这首歌曲的音乐结构图式，并要求学生找

出乐谱中的休止符和力度记号，说出它们对表现

歌曲、抒发情感所起到的作用。［８］１０－１１在 《神州大

地 （３）———锦绣山川》中的 “听乐·吟 诗·赏

画”，欣赏交响合 唱 《蜀 道 难》 《忆 秦 娥·娄 山

关》，配合音乐朗诵两首诗词，并比较两者在音

乐风格 和 中 心 意 境 方 面 的 差 别。［８］３６除 此 之 外，
教材内容优化升级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流行音乐的新增。以 “银屏之歌”主

题单元为例，在流行音乐的选材上，贴近学生生

活并注重音乐本身的审美品质，欣赏中国古典四

大名著的电视剧主题音乐，从文学角度理解主题

音乐和从音乐角度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重视

人文主题的综合作用的发挥。而具有先锋音乐色

彩的 《卧虎藏龙》主题音乐进入教材，体现了人

教社的创新意识。［９］３９

第二，多元音乐文化的体现。将西方音乐和

全球其他民族音乐以音乐主题方式进行整合，体

现了新课程标准多元音乐文化的理念，如 “环球

之旅”包括亚洲之声、欧洲漫游、走进非洲、大

洋洲采风、北美略影、拉 丁 美 洲 风 情，［６］以 各 地

音乐为主线融合舞蹈等姊妹艺术以及地理、历史

等艺术之外的学科，用学唱、音乐欣赏等教学方

式，了解介绍世界音乐，开阔学生的视野，建立

多元音乐文化的艺术观。
第三，音乐创造的新入。音乐教学四个领域

基本和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学内容有继承和整合关

系，唯独创造领域是新课改的全新内容。人教版

教材中的创造领域用以下几种形式呈现：为歌曲

编写歌词；即兴创作、创编简 单 的 旋 律、节 奏；
利用音源、音效进行创作组合；用材料自制乐器

并演奏；进行音乐剧、情景剧的创编；设计音乐

墙报、设计举办音乐会等。在人教版小学音乐教

材中，创造领域的内容几乎渗透到每个单元中，
如对节 奏 型 的 理 解，采 用 边 唱 边 表 演、创 编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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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用乐器为作品伴奏、根据作品内容画一画等

表现方式，体现了创造难度的级进性。
综上所述，人文主题的单元形式和教学内容

的升级和优化，将中小学音乐教材从专业音乐学

院教材模式和歌本集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基

础教育阶段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音乐教材。
（三）课堂教学彻底颠覆

课堂教学彻底告别了歌唱课的单一模式，以

欣赏形式导入的唱歌创编课和器乐教学课、以歌

唱为拓展的歌曲创编课等综合性课堂教学形式纷

纷出现。而探索声音、即兴表演和创造、给歌曲

乐曲配伴奏、综合艺术实践活动等新内容，从理

念到行为，从认识到操作，产生了冲击作用，使

音乐教师的教学走向自觉道路。
第一，教学过程的全面更新。教学大纲时代

没有重点提倡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备课按照

大纲和教材来进行，教师无需自行开发、整体策

划课程。现在要上好一堂音乐课，教师要对整个

教学过 程 进 行 精 心 的 策 划 和 设 计，要 由 以 前 的

“教材分析”转化为 “学情分析”，要由 “课后总

结”转 化 为 “课 后 反 思”；以 前 提 供 “教 案 文

稿”，现在还需加上 “说课”；具体到一堂课，要

思考怎样导入、新授以及启发、评价等，每个环

节层层递进，随机应变，这样的教学工作量、学

理分析和教学智慧是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师无法想

象的。
第二，学习方式的彻底改变。 “改变学生学

习方式”的新理念，促使音乐教师思考课堂中学

生的主体性如何发挥，这带动了师生关系的悄然

变化。例如，即便是唱歌课，也不再是教师一句

一带的传统教唱法，而是创设一些情境，给学生

一个唱的理由，启发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演唱。
这里唱的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这就是教法

的根本改变带来的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此外，
教学唱 歌 课 时，还 可 以 设 计 一 个 整 体 性 教 唱 方

案，让学生自己在图谱提示、语言提示、问题设

计、师生互动中学唱。又如，进 行 音 乐 欣 赏 时，
不会再给学生标准答案，而是借助图谱以及音画

相连的 现 代 媒 体，充 分 启 发 学 生 自 己 联 想 和 思

考，用自 己 的 方 式 表 达 音 乐 带 给 个 人 的 独 特

感受。

世纪之交的新课改，理论层面建立的新的知

识观、学生观、教学观和课程观，实践层面的教

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带来的革命性成果大抵是前一

百年音乐教育发展之和，这也是中国音乐教育的

极速发展期。当然，任何改革都不会一 蹴 而 就，

也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以下问题：面对淡化知识、

学科综合、自主探究，很多习惯了苏式凯洛夫教

学法的中小学教师一开始有些无所适从，课堂上

出现无任务的游戏、放任自流以及过滥的 “你最

棒”廉价褒扬等目标虚化现象；［１０］还有的教师把

音乐课上成了 “音乐语文课”“音乐历史课”“音
乐美术 课”，或 直 接 变 成 民 俗 民 风 课、地 理 课、

旅游课。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 教 育 部 在 北 京 召 开 “义 务

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会议”，正式

启动各学科实验版课程标准的修订。音乐课程标

准组积极反应，同年６月１２日在青岛大学针对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问题进行研讨，６月１４日

在长沙针对 “学段划分”及 “内容标准”进行论

证，拉开课程标准修订的序幕，也预示音乐教育

从自觉走向自信的下一个时代的来临。

三、从２００９年至今，是走向自信的新十年

以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

为标志，新 版 课 标 坚 持 音 乐 以 审 美 为 核 心 的 理

念，重申 了 “双 基”的 重 要 性，回 归 音 乐 的 本

体，纠偏课堂教学目标虚化、形式主义和过程主

义的浮 夸，理 性 分 析 了 解 构 主 义 带 来 的 无 所 适

从，强调了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结合，

音乐教育在学科自觉基础上开始走向自信。
（一）教材的修订突出音乐的学科 特 点，知

识点的编写渗透教学智慧

第一，教材的编写体例还是以人文主题为线

索，但凸显音乐性。例如，小学教材中安排 “音
乐中的动物”“音乐中的故事”“八音盒”“小小

音乐剧”“环球采风”等单元；从小学到初中每

册最后安排汇总音乐知识和技能 （包括演奏、演

唱、选听、欣赏）的 “我的音乐网页”单元；初

中教材安排 “梨园风采”“西乐撷英”“欧美流行

风”单元以及分主题如 “音乐知识”“音乐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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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陈列馆”等。① 这 些 主 题 的 安 排，让 人 直

接联想到音乐的学习，而不会联想到音乐之外的

东西。
第二，教学内容回归音乐本体。以课标修订

前的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 “夏日泛舟”为

例，由于音 乐 教 学 内 容 呈 现 得 不 充 分，２０１３版

教材改成了 “夏日情 怀”，对 内 容 进 行 了 重 新 组

织，去掉配乐散文朗诵 《荷塘月色》，全部聚焦

于音乐带来的对夏夜的惬意感受和六月船歌荡漾

的乐思上面来。［１１］

第三，音 乐 知 识 点 的 编 写 与 儿 童 认 知 相 适

应。人教版小学音乐教材设置了乐理知识如音符

（包括附点 音 符 等）、常 用 的 拍 号 （２／４拍、３／４
拍和４／４拍）、大 调 音 阶 （Ｃ大 调、Ｇ大 调 和Ｆ
大调）以及戏曲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越剧

等）、少数民族音乐 （蒙古族长调与短调）、影视

音乐、体育音乐等。在技能学习方面，以乐器为

例，低年级学习铃鼓、木鱼、碰铃、串铃、三角

铁、双响筒、响板、沙锤、蛙鸣筒、堂鼓、钹共

１１种打 击 乐 器，高 年 级 （小 学 三 年 级 以 上）学

习旋律乐器如竖笛、口风琴②。这恰当地体现了

双基的教 学 容 量 以 及 小 学 生 的 接 受 能 力 和 认 知

特点。
教材还非常巧妙地处理了专业知识怎么容易

学的问题。例如，音乐创作专业性较强，如何既

能让学生掌握这一知识技能，又能体现音乐基础

教育的非专业特点呢？教材首先给出创作手法之

一的 “模进”概念，其次用贝多芬 《Ｃ小调第五

交响 乐》调 动 学 生 学 习 动 机，以 歌 曲 《爱 的 奉

献》作为教师教授 “模进”的素材，最后给一个

旋律片段，要学生用 “模进”来尝试和体验，并

拓展到从歌曲 《玫瑰三愿》中找到哪一句是用了

“模进”的创作 手 法，来 检 验 学 习 效 果。［１２］短 短

的一页字面，蕴含了知识点讲授的过 程、方 法、
策略。

（二）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的特 点，增 加

创造的份额

教材在突出双基的同时，还关注知识是通过

体验、表现、操作和实践而得来，通过使教学内

容 “动”起来，凸显音乐课程的实践品格，且考

虑了儿童身心特点和不同学段的具体情况，按照

学科知识与技能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规律进行

安排。例如，《快乐的ｄｏ　ｒｅ　ｍｉ》中的音乐实践

包括 “小小演奏家”“小小作曲家”两个实践环

节，前者是学会在 口 风 琴 上 吹ｄｏ、ｒｅ、ｍｉ三 个

音符，再学习吹奏 《我会弹琴了》的小乐曲，后

者是用ｄｏ、ｒｅ、ｍｉ三 个 音 符 任 意 组 合 谱 曲，来

表现一个情境。［１３］这是在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受体

验的基础上做能力的提升。
人教版教 材 非 常 突 出 “编 创”这 个 教 学 活

动，利用小学低年级学生爱游戏爱组合的心理特

点，借鉴以前 “唱游”的经验，设计游戏化的创

编活动。例如，编创情景剧 《三只小猪》，启 发

儿童创编老二、老三盖房子的声音，分小组表演

童谣，并 自 选 打 击 乐 器 伴 奏，编 创 并 表 演 全

剧。［１４］除了这些明确为 “编创”的教学活动，教

材还在各个单元主体和教学活动中渗透了很多创

造性学习任务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的内容，如

编创节奏、编创歌词、编创故事、编创曲调，用

重复、“加花”、同头换尾、换头合尾、曲调填空

等多种形 式 来 突 出 锻 炼 儿 童 的 创 意 思 维 和 创 造

能力。
以上这些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特点的综合

性活动，既能凸显音乐的特点，又能恰当处理分

科和综合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指出的 “还兼顾与

其他艺术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某些单元中设立

了姊妹艺术 （如音乐剧、情景剧、集体舞、读童

谣、律动等）的课堂形式和内容”［１５］。
（三）课堂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

课堂教学以一种自然不纠结、自信而坚定的

心态重新出发，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课堂教学中 “双基”的 落 地 和 坐 实。

无论是全新修订的新教材还是新一轮的教师培训

和教研 活 动，教 师 可 以 在 课 堂 上 大 胆 讲 授 知 识

了，难能可贵的是音乐教师明白了知识技能不是

不要讲，关键是怎样教怎么学的问题。
第二，教师能自如地在以音乐为本的基础上

实现跨界教学，知道一堂课如果不要综合就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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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科，要综合时清楚什么是边界，也比较明了

什么是融合、在哪个层面综合、如何综合等。
第三，高质量的教研活动指向这一目标：音

乐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音乐教育的特色就

是学科特色，教学一定要建立在感受、体验、操

作、实践的基础之上。三维目标的设定及其达成

是音乐课程本身的属性使然。
在这种教研风尚的指引下，中小学音乐课堂

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这也是继国家在政策层面

出台重视艺术教育的文件，学界在研究层面涌现

理论成果之后，一线教学交出的最可喜的应答。
（四）民间力量参与课程开发、教材 建 设 和

教学探讨

所谓民间力量，是指非国家政策统一号召的

从上到下的行为，是音乐教育研究者、音乐家或

者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团队自己研发的教学成

果的应用。近年来民间力量的学院派以中央音乐

学院的 “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为代表，他们把

达尔克罗兹、柯达伊、奥尔夫三大音乐教学体系

进行本土化研究，建构了相应的音乐教师教育培

训体系 和 中 小 学 教 学 体 系，目 前 在 上 海 音 乐 学

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和成都、长沙等地中小

学中推广使用，并与江苏省教育厅等签署了合作

协议，印证了音乐教育走向了不再盲目地学习西

方，而是脚 踏 实 地 地 寻 找 自 己 的 路 子 的 学 科 自

信。个人研究则是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许洪

帅老师为代表，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开始，探索研究

“顺 序 性 音 乐 教 学”，并 在 北 京、湖 南 等 地 进 行

推广。
曾经的歌本集，目前以音乐绘本的形式重新

回到学校，成为可供音乐教师开发音乐课程的补

充材料，最有代表的是作曲家谷建芬用古诗词编

曲的 《新学堂乐歌》等。［１６］

另外，全国各地建立了音乐 “名师工作室”，
其在教材编写咨询、培训新手教师、促进音乐教

研发展等方面带动一方，为区域音乐教育发挥着

最直接的作用。

四、聚焦于行动的反思和展望

面向未来，４０年 的 历 程 给 我 们 带 来 无 穷 启

示，囿于篇幅，本文只聚焦教材和教学两个层面

做行动性反思和展望。

（一）教材建设重在宏观引领

从４０年发展历程来看，教材 成 为 教 师 教 学

的参考文本，其进步性是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在

教学大纲时代，教师对大纲和教材的依赖性强，
但在课程标准时代，教师被赋予了开发课程的职

责。学习化社会和 “互联网＋”时代，教师开始

寻找最新的教学素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自主

研制校本课程，这也预示着教材被教师完全依赖

的时代 一 去 不 复 返，教 材 建 设 将 逐 步 走 向 宏 观

引领。
第一，教材要实现从中介到智库的升级。以

前的教材是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的中介，现在的

教材要成为教师的选择余地强、开发空间大、教

学亮点多的智库。
第二，教材要让教师发现知识的序和学生认

知的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有利于他们做

学情分 析 和 教 学 策 划，挖 掘 知 识 背 后 的 价 值 意

义。教材要 创 新 性 地 把 握 好 序 的 选 择 与 序 的 逻

辑，如音乐学科知识的序要体现音乐学科结构的

逻辑，而不能分支细目杂乱，要将音乐教学内容

从感性到理性排序。
第三，教学内容的 选 择 要 站 得 高、看 得 远，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这些关系到国家意志的教学内容，要研究

科学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使这部分教学

内容成为积淀在学生心中的核心素养。
第四，教材还需要研究学生的音乐旨趣，学

生心目中的 “音乐”与课程研制者、教师心目中

的 “音乐”区别是什么，如何处理这里面存在的

矛盾，如 何 把 握 尺 度，非 常 考 验 教 材 建 设 的 成

效。教材既不能造成学生 “学业负担过重”，又

不能完全没有负担，要研究教材的 “合理负担”。
（二）课 堂 教 学 质 量 提 升 重 在 教 师 的 自 觉

成长

时代会发展，理念会更新，教材会变换，唯

一不变的是 课 堂 教 学 永 远 是 教 师 的 主 场。４０年

的历程 告 诉 我 们，教 学 理 念 新 颖，教 材 编 写 得

好，能够引领教师的成长，但教师成长的主观因

素也很重要。在教学大纲时代，不乏有很多课上

得很好的教师，北京的章连启、上海的陈蓓蕾就

是代表。课堂教学的质量问题不单是理论研究问

题，不单是校长是否重视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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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是教师自身的力量，如果教师不用心，不

反思，理念再好，教材再好，都好像是一堆厨师

缺位的好食材。课堂教学一定是要从教师能否自

觉成长来寻找解决之道。
第一，课堂 教 学 要 钻 研 难 点 和 弱 项。４０年

来，中小学音乐教师总体说来基本解决了如何教

的问题，教 学 过 程 设 计 巧 妙，教 学 策 略 运 用 到

位，教学方法娴熟。但是， “创造”领域是课堂

教学的短板和难点，真正的创造性的课堂教学在

现实中还很缺乏，目前日常教学还停留于在教学

过程中 渗 透 诸 如 创 编 歌 词、创 编 节 奏 等 零 碎 的

“带点创造性味道”的 阶 段，对 于 上 好 课 标 提 出

的即兴创作课、音乐创作课、创作综合课，还处

在有待开发的起步阶段。我们看到 “中小学音乐

课观摩活动”中，全国各地选送上来的课也基本

以欣赏课和歌唱课为主，乏见让人眼前一亮的创

造。所以关于创造性的课怎么上，是教师研究实

践的重点。
在音乐欣赏领域，存在如何让学生喜欢欣赏

离他们生活比较遥远，在音乐认知上和他们的身

心接受能力有一定距离的中国古曲、中国传统音

乐的问题。这些难点和弱项的攻关，也是教师专

业的生长空间。
第二，挖掘 传 统 教 学 法 的 智 慧。４０年 是 一

个不断去旧纳新的过程，有的东西被扫入了历史

的垃圾堆，有的却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一

些传统教学法不能被认为是旧方法而被忽略。
例如 “模仿”。且不说早就有班杜拉 “观 察

模仿学习”理论，就是在现实教学中，模仿也非

常管用，如在律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个基本动

作模型，老师对难度系数要做到心中有底：拍数

越多，速度越快、繁复程度越高，动作组织的规

模越大，动作转换的频率越快，难度就越高。教

师围 绕 基 本 动 作 模 型 进 行 模 仿 教 学：预 成 （模

仿）—生成 （替换或填充动作）—在教师引导下

整体创作—材料不变 自 选 主 题 创 作—自 选 材 料、
主题独立创作。这是一个建立在模仿基础上，通

过替换到最后全部更换动作的创新例子。
再如 “控制”。这个被视为限制学生 主 体 性

发挥的罪魁祸首而饱受诟病的传统手段，也要视

情况不 同 而 言。控 制 按 照 程 度 可 以 分 高 控、中

控、低控、零 控；按 照 时 间 可 分 为 长 控、短 控

等。教师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高控，什么时候要低

控，哪个环节要留两分钟时间让学生放任自流，

等等，这样的 “控制”就是有尺度的自由，是课

堂教学的必要智慧。

又如 “背记”等 “笨”的学习方法不能被抛

弃，正像不背古诗词就等于没学语文一样。没有

背记，就不会生成素养，那些要背的经 典 旋 律，
要听的经典片段，对学生而言，不管外在语境是

素质教育的还是应试教育的，是在三维目标时代

还是在核心素养时代，都是最基本且不能被解构

的课堂基本教学方法。
第三，教 师 专 业 成 长 是 教 师 个 人 的 自 主 成

长。教师专业成长是教师教育的研究领域，但是

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短时间内还无法作用于每

位教师的成长。想不想成长，最有发言权的是教

师自己。面对教学问题，教师一定要做一个有心

人，怎么上好音 乐 课，要 去 探 索、尝 试、磨 课、
反思、请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个反复

操练的过程中，一定会提升自己的教学智慧，悟

出成长之道。所谓研究型教师，不是指发表几篇

论文或者做几个课题而已，而是要善于用理论提

升自己的实践水平，通过教育研究来促进教学，

擅长自我反思，并能够帮助学生构建反思能力。
课上好了，有感而发写出了论文，带领其他教师

共同进步，那么水到渠成就成为研究型教师了。
教师个人的自主成长具有强大的力量，有了更多

的优秀教师，就能带动音乐教育的发展。优秀的

音乐教师不仅在音乐课堂上魅力四射，而且在管

理学生和促进学生发展方面有方式、讲方法，往

往有学生难以忘怀的风格魅力，和其他学科的教

师一样，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财富。
笔者认为，等到哪一天每位音乐教师都能意

识到学科的意义、自身的价值与特长，并开始自

己书写专业成长史，那就是整体音乐教育走向自

信的开始。

参考文献：

［１］上海市教材编 写 组．全 日 制 十 年 制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材

简介 ［Ｊ］．人民教育，１９８０ （８）．
［２］人民教育 出 版 社 音 乐 室 （石 秀 茹 执 笔）．力 求 思 想

性、艺术性、实践性 的 完 美 结 合———义 务 教 育 中 小

学音乐教材介绍 ［Ｊ］．人民教育，１９９３ （Ｚ１）：７２．

·０２·



［３］章连启．对音乐教 学 模 式 的 有 益 探 索———评 傅 宝 环

老师的获奖论文 ［Ｊ］．中国音乐教育，２００１ （５）：９．
［４］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Ｍ］．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
［５］资利萍．对 音 乐 “新 课 标”音 乐 审 美 的 探 究 ［Ｊ］．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３ （７）．
［６］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七—九年级 ［Ｍ］．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 心．义 务

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七年级上册 ［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０－２６．

［８］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八年级上册 ［Ｍ］．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七年级下册 ［Ｍ］．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余文森．新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的 成 绩 与 问 题 反 思［Ｊ］．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０５ （５）：３－４．

［１１］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

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八年级下册 ［Ｍ］．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０－５６．
［１２］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

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九年级下册 ［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７．

［１３］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

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三年级上册 ［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１３．

［１４］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

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一年级上册 ［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４－４５．

［１５］郭小利．两岸小学音乐教材比较研究———以大陆人

教版与台湾康轩版为例 ［Ｊ］．北京：课程·教 材·

教法，２０１６ （４）：５０．
［１６］谷建 芬．新 学 堂 歌 ［Ｍ］．郑 明 进，等，绘．北 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４．

（责任编辑：李红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Ｚｉ　Ｌｉｐ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ｕ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７９－１９９８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ｐｒ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Ｗｅ　ｄｉｄｎｔ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ｗａｓ　ｔｏ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ｔｏ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ｗａｓ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ｒ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ｗａｋ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　ｕｎｉｔｓ，ｗｈｉｃｈ　ｆｒｅ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ｎｇ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ｐ　ｍｕｓ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ｌｄ－ｓｔｙｌ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ｗｎ．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９，ｗｅ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ｓｄｏｍ．Ｂｅｓｉｄｅｓ，ｍｕｓ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ｍａｃｒ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