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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2022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的颁布，教育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给出了新的指示与要求，音乐

课作为艺术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促进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音

乐教师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水平对音乐课程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如何才能使音乐课更好地贴合艺术新课标，

从而提升音乐课堂质量，本文从具体教学方法入手，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为更好地提升课堂效率与教

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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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rt Curriculum Stan-
dard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ssued new instruc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rt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a main component of art courses, music cours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y and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growth.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level of music teacher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music courses. How to better align music classes with the new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music classe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better improving class-
room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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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指导性文件，本文以“艺术新课标”来

代指“2022 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1]。“艺术新课标”对目前实施的 2011 版课标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完善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此次课标修订从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学业质量、课程实施等方面向全体艺术教育工作者与学生的工作和学习提出了基本的要求。目前我国

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基本正按照 2011 版课标进行，但有许多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本文结合实

际教学情况，对艺术课程中音乐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

使音乐课程对学生艺术能力的综合发展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 

2. 2022 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音乐部分浅析 

“艺术新课标”对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等具体内容均做了细化与调整。首先，在课程标准方面完善

了培养目标、优化了课程设置、细化了实施要求；其次在课程内容方面强化了课程育人导向、优化了课

程内容结构、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增强了指导性、加强了学段衔接。结合文件具体内容，笔者对音乐

课程标准中做出的具体改动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分析。 

2.1. 紧贴年龄特征，学段划分精准 

此次颁布的“艺术新课标”将学生的学段进行了新的划分，由之前的三个学段：1~2 年级、3~6 年级、

7~9 年级，重新规划为四个学段：1~2 年级、3~5 年级、6~7 年级、8~9 年级。学段划分更细致化，使教

学方案更加贴合各个年龄段学生的特点，为了兼顾“六三”学制、“五四”学制的不同要求，将 6、7 年

级的学业要求进行了单独的更为详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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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级的学生从幼儿园刚刚步入小学，形象思维活跃，好奇、主动、模仿力强等身心特点非常突

出，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适合着重地培养其对于音乐的好奇心与探究欲，这是培养儿童对艺术特别是

音乐感知能力的良好契机；3~5 年级的学生随着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体验与探索事物的能力不断增强，

审美能力也在逐渐加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就可以在音乐教学中加入一些思想层面的内容，更利于发挥

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例如激发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以及对待事物的乐观态度等；6~7 年级的学

生生理、心理已逐渐成熟，在学习与生活上也初步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就可以

在教学中加入更多思想层面的内涵与蕴意，如爱党、爱国、爱社会等。在音乐素养方面则更应注重对音

乐欣赏、感知、评述的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不能再浮于表面；8~9 年级学生的心智已基本成熟，大部

分学生已步入青春期。在这个成长的特殊时期，学生参与的意识和交往的意愿增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对于音乐的认识与理解逐渐有了个性化，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不仅要在意识形

态层面上进行培养，更应培养其具备一定的音乐的欣赏和创造能力。 

2.2. 明确指导思想，课程内容细化 

此次颁布的“艺术新课标”在教学内容方面作出最大的改动就是更加具体化，不仅明确了“为什么

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还明确了“怎么教”。其次就是突出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强化了音乐的教化作用。 
如图 1 所示，在欣赏、表现、创造、联系这四大主要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艺术新课标”对不同学

段的学生提出了具体的学习任务，并将学习内容嵌入到学习任务中。其中 1~2 年级低年龄学段的课程内

容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唱游”。所谓“唱游”就是让学生以唱歌为主，通过身体律动等多种表演形

式来反映音乐并展示自己情感的活动，其特点可以总结为“寓教于游戏”，以此达到培养和提升儿童音

乐感知能力的目的。其他学段(3~9 年级)的课程内容首先是将评述与听赏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学

生在聆听的同时要感知、体验音乐表现要素，这里我们可以将欣赏与评述的过程简单地总结为四个步骤：

感知、听辨、理解、表达(评价)。“艺术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尊重学生对音乐的独特感受和见解，鼓

励学生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表达。”其次，将小型歌舞剧表演作为独立的学习任务。小型歌舞剧是

集音乐、舞蹈、动作、美术、文学等诸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有助于加强音乐与其他艺术类学

科的联系，也利于提高学生的跨学科实践能力和综合表演能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感受民族艺术文化的精髓、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艺术课程在培育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中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学段的教学目标中都明确指出“以中国作品为主、外国作品为辅”的教学内容配

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放在 1~2 年级学段学生音乐课程的初始位置，并着重强调各学段学生应

学习或欣赏不同难度的我国民歌、戏曲、舞蹈等多形式的艺术作品，将本民族的优秀艺术作品放在音乐

课程的首位，这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以及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2.3. 评价过程具体化、人性化 

评价是检验、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此次颁布的“艺术新课标”中将“主要环节评价”

具体划分出了课堂评价、作业评价、期末评价三个部分，要求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与实践活动情况纳

入学业评价，特别强调了教学评价要全面、综合。其次，要重视艺术课学习的过程性、基础性考核与评

价，这也充分坚持了以素养为导向、以评促学的基本原则。 
关于艺术学业水平考试，对考试命题的要求作出了十分精确的说明。给予学生艺术学习的自由选择

权，根据学生的选择进行专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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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riculum content framework of music 
图 1. 音乐学科课程内容框架 

3.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堂现状 

“艺术新课标”中明确提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的课程基本理念，音乐课程

不应是直接“灌入式”的知识输出，而应是以引导的方式让学生体验、感悟、实践与创造的过程。但目

前，音乐课程的开展情况却陷入了机械化与程序化的境地。 
日照市新营小学是 1997 年 10 月新建的市教育局直属小学，现有 43 个教学班，学生 3015 人。教职

工 100 人，中学高级教师 18 人，省特级教师 4 人，省教学能手 4 人，全国、省、市优秀教师、劳动模范、

教学能手 45 人。学校曾荣获“山东省教学师范学校”、“山东省科普教育示范学校”等 30 多个奖项；

还设立了春季读书节、夏季艺术节、秋季体育节和冬季科技节“四大节日”，也曾入选山东省中小学校

“一校一品”党建品牌示范校拟命名单位名单，在日照市中小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中笔者将以

日照市新营小学为例，将目前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中存在的问题及“艺术新课标”实施的展望进行简要

的分析与讨论。 

3.1. 教学内容开展过于简化 

首先就音乐课中的欣赏、表现、创造三个主要部分的课程开展进行简要地分析：歌唱课的教学步骤

普遍为：先听一遍歌曲——朗读歌词——老师介绍歌曲——学唱；欣赏课的教学步骤普遍为：听一遍曲

子——老师介绍作曲家、演奏乐器、曲子所表达内容；器乐课的教学步骤普遍为：聆听——老师标注教

授指法(目前新营小学音乐课器乐学习部分为葫芦丝、口风琴)——练习；而关于编创课程(包括即兴表演、

音乐编创等)，课程开展率则极低。 
课程导入是让学生对新课程产生兴趣的关键一步，却也是音乐教师最容易忽视的一步。激发和培养

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是一节课程顺利进行的铺垫。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却往往将这一步省略，并

习惯性将音乐作品给学生听一遍后再直接将作品的理论知识及情感意义向学生灌输，学生失去了主动思

考的过程，强行获取的知识只会使他们觉得枯燥无味，更不用说提起兴趣了。 
在课程主体内容的教学中，仅以“学会”为目的追求数量，以完成课标要求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学

会演唱多少首歌曲、演奏多少首乐曲”的硬性指标，但却忽视了学生对于歌曲或乐曲本身的质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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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歌曲、乐曲的情感表达和学生跟随音乐展开想象与体验的教学部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

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丰富和发展形象思维，激

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是课标中课程性质对于审美性的要求。表现美的前提

是感受美，音乐课程要做的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果音乐教学只停留在知识、技术层面，那

么就失去了音乐课的真正意义。就如同“唱歌”是否等于“歌唱”[2]，是一个非常值得广大音乐教师思

考的问题。 

3.2. 硬件设施不齐全，使用率偏低 

音乐教室和钢琴作为音乐课程的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如表 1 所示，目前新营小学设有三间音乐

教室，并配备一架钢琴、三台电子钢琴，但这些琴并不能满足实际教学的需求，目前面临的状况是：一、

二年级的音乐课程无音乐教室可用、无琴可用。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内容设置中，奥尔夫的声势教学与打击乐器(三角铁、沙锤、串铃、响板

等简单的奥尔夫乐器)的课程内容安排是十分普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教材中，声势教学与打

击乐教学的部分根据不同学段的教材占比在 20%~30%不等。日照市新营小学分别在每个音乐教室中配备

了约每种打击乐器 2~3 个，但种类不尽齐全，且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打击乐器的使用率是极低的。在

与多位音乐教师交流的过程中得知，课堂纪律无法维持、孩子情绪无法控制是打击乐器无法真正投入课

堂使用的主要原因。 
 
Table 1.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ic teaching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in Xinying Primary School 
表 1. 新营小学现有音乐教学设备、器材情况 

音乐教室 音乐器材 

多媒体教室 音乐教室 钢琴 电钢琴 电子琴 儿童打击乐器 

0 间 3 间 1 架 3 台 1 台 26 件 

3.3. 课程评价固化、片面 

课程评价是对学生学习态度、过程表现、学业成就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查的手段，但教师在实际的

课堂评价中却常出现单纯以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情况为标准进行评价的片面行为。以歌唱教学为例，

在某节歌唱课中，老师要求每位学生对歌曲进行一次演唱，并对学生的这次演唱进行等级评价；同理的

器乐课，老师教授给学生一段口风琴旋律后让学生自行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每人单独演奏，以

个人演奏的情况为标准进行等级评价。这是目前中小学音乐教师最常用的评价方式，这样的课程评价都

是非常片面的，也是音乐课程长期发展过程中教师形成固化思维的结果。 

4. 新课标要求下授课方式新探 

4.1. 以兴趣为出发点，引导式教学 

目前中小学音乐课堂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教师授课思维僵化、语言肢体过于呆板。究其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归结为教师的“惰性思维”。我们可以把教师在一节课程的作用比做黑夜里大海上的一座灯塔，

是起到指引、指明方向的作用；而学生就好比一艘艘小船，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无边际的向前。只有这座

灯塔足够明亮，才能让茫茫黑夜中大海里的船只找到前进的方向，而相反如果这座灯塔只发出微弱的光，

忽明忽暗，海里的船只就很容易迷失方向。这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教师正确积极的引

导在课堂中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的。教师应当热情饱满的引导学生进行主动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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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识的讲解，主动思考的过程会增强学生的记忆，同时加强学生对知识与能力的掌握与提升。摆脱直

接强硬的知识输出，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进行主动的思考是当下许多音乐教师迫切需要做出的

改变。 
“艺术新课标”的课程理念中提到“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艺术感知及情感体验，激发学生参与

艺术活动的兴趣和热情，使学生在欣赏、表现、创造、联系/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丰富、健康的审美情趣。”

由此可见，兴趣与热情是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的伊始，也是审美教育顺利实施的保障。 
以最近很火的流行歌曲《孤勇者》为例，当孩子们一听到这首歌时，最先出现的反应便是亢奋，并

很自觉的大声跟唱，其中多数孩子是可以非常流畅的背唱的。由此可以看出，兴趣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

大动力源泉，找准孩子的兴趣点，可以让音乐课程的开展事半功倍[3]。因此，适当的在音乐课堂中引入

教材以外的、内容积极向上的、孩子们感兴趣的流行音乐无不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手段。 
现阶段中小学音乐课中欣赏课程的内容设置多为器乐合奏或交响乐的曲目，在欣赏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于这些作品中加入的拟声化音乐元素的兴趣远大于器乐所演奏的旋律。如人教版

一年级音乐教材中《跳圆舞曲的小猫》这一管弦乐合奏曲中加入的猫和狗以及其他小动物的叫声；人教

版二年级音乐教材中《火车咔咔咔》这一马林巴合奏曲中出现的模仿火车鸣笛及行进的声音等。当学生

听到这些声音时会变得十分兴奋且不自觉的进行模仿。由此可见，少年儿童对于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的一

些声音是十分敏感的，因此，教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音乐并学习音乐，让学生

知道音乐是无处不在的，以此更好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现行人教版音乐教材中“活动”这部分内容，如一年级下册中的两节活动课，一节是节拍练习，读

童谣《我家门前有条河》，另一节是舞蹈《快乐小舞曲》。在这两节课的进行过程中，学生的兴趣明显

高于歌唱课与欣赏课，尤其是舞蹈的学习，每个学生都十分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并非常乐于进行单独

展示。低年龄段的学生对事物还处于探索状态，好奇、爱动是他们的突出特点，所以教师不应再以“麻

烦”为由将活动课或表演课自动跳过，而应更多的开展此类课程，以助于激发学生爱表演天性，同时对

提升学生对音乐、表演的兴趣也大有裨益。 
“艺术新课标”将审美感知放在了课程目标的首位，其次是艺术表现，然后才是创意实践。音乐课

程是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的课程，因此对学生审美感知能力的培养要比音乐表现更为重要。加强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理解，

引导学生通过作品展开想象，作品的教授不要再流于表面，让学生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再进行技术层面

的要求，以此来更好的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而让学生了解作品背后的民族、国家文化底蕴，以达到

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目的。笔者对新营小学一到五年级的 160 名同学进行了对音乐课态度与感知力的随

机调查，如表 2。 
 
Table 2. Students’ attitudes and perceptual abilities towards music classes 
表 2. 学生对于音乐课的态度与感知能力 

对音乐课的态度 对不同教学模块的态度 喜欢歌曲的种类 

很喜欢 喜欢 一般 歌唱 器乐 欣赏 活动 教材歌曲 流行歌曲 

87 69 24 26 50 8 76 67 93 

54 43 15 16 31 5 47 41 58 

4.2. 关注学生学习习惯，增强学习积极性 

歌唱是中小学音乐课程中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实践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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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课余时段学校广播里播放的歌曲学生们都是朗朗上口的，且传

唱度比音乐教材中的歌曲要高的多。针对这一现象，新营小学也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即在每个年级的音

乐教材中选取三首歌唱作品在广播里进行循环播放，以此达到让学生在有意无意中学习并传唱的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说一句有趣的话、做一个搞怪的表情甚或一个夸张的模仿都会引得学生哄堂大

笑且记忆深刻，我们可以抓住学生猎奇的这一特点，在教学过程中用生动的语言和夸张的表现力让学生

对于作品的感情处理以及演唱演奏方法记忆深刻。以人教版音乐教材一年级下册歌唱课《洋娃娃与小熊

跳舞》为例，这是一首速度偏快、旋律欢快活泼的歌曲，歌词内容十分简单易懂，即歌曲题目的字面意

思。教师可以在学生学会演唱的基础之上，用较为夸张的示范手法，将正确和错误的演唱情绪都示范一

遍，引导学生将这首歌曲演唱的积极跳跃，就像洋娃娃和小熊跳着欢快的舞蹈，而不是死气沉沉、拖拖

拉拉。在这种形式的引导下，学生既能很快的明白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会积极的进行思考与模仿，

以此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3. 保证基础配备，引入优质资源 

“艺术新课标”中明确指出“学校应创造条件，配齐基本的教学设施(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舞蹈教

室、工具材料设备储藏室)、器材(如常用乐器、画具画材、摄影器材、工艺工具与材料、数码艺术器材等)
和书籍(如艺术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学生学习用书，以及各艺术门类的重要图书和期刊等)。”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硬件设施的配置直接决定了音乐课程能否顺利展开。随着网络技术的

发展，教学手段也逐步现代化，目前教师所使用的课件等教学资料已配备的十分完善，但音乐课作为一

门实践性课程，没有教具的扶持，仅靠电子设备的助力是无法顺利开展的。所以，对于音乐教具的配置

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同学校对于音乐教具的完善程度也足以看出该校对于音乐课程的重视程度。 
对于地方优质文化社会资源的利用，也是学校应选择和考虑的。新时代社会发展迅速，优质社会资

源也不断增多，学校不应闭门造车，而是应秉持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在保证学校课程正常顺利进行的基

础上更多的利用优质校外资料，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教育教学的便利[4]。在美育和艺术教育高度发展的今

天，音乐课程不应再是被学校忽视的一部分。 

4.4. 全方位多角度评价，发挥课程评价积极作用 

艺术新课标中明确指出“依据课程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既要关注学生掌握艺术知识、技能的情况，更要重视对价值观、必备品格、关键能力的考查。”音乐教

师应清楚的认识到，把一首歌唱会、唱好，把一首曲子学会、演奏好并不是我们音乐课程的目的，而真

正有意义的是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与感知、审美能力的提升。所以在课程评价的过程中，知识、技能层

面的评价不应是全部，学生的学习能力、价值取向也应是评价的一部分。只有全方位的评价，才能使课

程评价起到激励增强学生学习艺术的动力与信心的作用，从而使课程评价发挥其真正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教育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会持续存在的，那么我们能

做的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改革与完善教学方法，使音乐教育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

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合力，不仅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努力，更需要广大一线音乐教师的共同努力。

以上笔者提出的问题只是较为突出的一些方面，以上观点只是建议与参考，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

教育的改革与完善，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音乐教师只有将指导方案认真落实，教育过程中不断思考、

发现问题、教育方式方法不断革新，才能使音乐真正达到育人的目的，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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