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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中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自2001年基础教育改革之后，实践的教学思想愈发引起重视。

本文针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以杜威“做中学”教育思想为切入点，探索音乐课堂

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以期探索音乐教育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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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by doing” is the core content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ought. Since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n 2001, the teaching idea of practice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Dewey’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learning by do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in music classroom,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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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在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原则，他认为“做”是人的本能活动[1]。人的本

能有：制造本能、交际本能、表现本能和探索本能，人正是通过做各种活动来学习成长的。因此他反对

传统的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反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做中学”教育原则。2001
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实践的教育理念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之中，教师开始广泛接受这一理

念，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中，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学科实践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可见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本文将

以杜威“做中学”教育思想为切入点，主要论述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做中学”教育思想融入音

乐课堂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实施路径。 

2. “做中学”教育思想的源起与发展 

2.1. 杜威与“做中学”教育思想 

杜威(John Dewey)是一位伟大的美籍哲理家、思考家和教师，他在“教学即生命”、“教学即成长”、

“教学即经验的转化”中深入探讨了认识和实践之间的联系，而“从做中学”则是他最具代表性的《Learning 
by doing》。杜威在《明日之学习》(School of tomorrow)一书中强调，通过实践来获取更多的知识，而不

是仅仅依靠听取。因此，杜威反对了那些局限于死记硬背的教室，而是倡导一种更加灵活的方法，让学

习者能够自主探索、思考和实践。这种被动式的学习虽然看似能够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高效的掌握知识，

却也完全违背了人的本能活动“做”，固化了学生的思维方式[2]。因此，杜威主张以学生、活动、经验

为中心，他主张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儿童为中心开展，教育活动要围绕儿童而组织，以学生活动代替

教师的讲授，教师不做教学的主导，而是做学生成长活动的助手。他认为以儿童为中心，用儿童在活动

中的直接经验代替课本知识，更利于儿童的发展[3]。 

2.2. “做中学”教育思想的发展 

“做中学”的《教育理论》对于当今的教育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

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将杜威的“人生即教学”、“社区即学习”、“教学做一体”

学说进行了有力的拓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4]。陶行知主张拓宽教育的范围，把杜威的“从

做中学”的原则改为“教、学、做的统一”。自 2001 年基础教育改革之后，实践的教学思想愈发引起重

视，并将实践活动广泛运用到教学中[5]。“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义务教育音乐》和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艺术》都把《创意实践》纳入了其基础设施，这表明当代的教育者正在更加重视培养孩

子的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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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版)》中“做中学”理念的体现 

1) 基本理念中的“做中学” 
“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应该强调让他们从实践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并且通过参与各种艺术活动，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表现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让孩子们感受到美好

的事物，并且能够更好地将它们融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当中。欣赏是一种输入，而表现、创造和融合则

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输出。通过实践，学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际中，这比仅仅被

动接受“灌输式”教育更能有效地掌握知识，正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其事要躬行”所言。艺术

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因此，将它当作教育的一部分，将它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可以更好地展示它独

有的魅力。 
2) 核心素养中的“做中学” 
《义务教育音乐》和《义务教育艺术》都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技巧和对于文化的认识。然

而，《义务教育音乐》和《义务教育艺术》都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并且都将强调实际

操作的重要性。创意实践是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培养学生实际应用的能力是挖掘其创造潜

能的绝佳机会。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做中学”的前提上，只有真正让学生们动起来、做起来，摆脱传统

课堂的固化模式，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主，教师才能引导其在实践中获得艺术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 
3) 课程内容中的“做中学” 
“鉴赏”“表达”“创作”和“联系”是义务教育声乐课程的重点，包含了四类截然不同的艺术教

育经验。它们还包含了十四项关于音乐的详尽的内容，如情感、技巧、理论、应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6]。
在课堂中，充分考虑学习内容与学习任务之间的联系，设置适合的艺术实践活动，以综合课的方式呈现。

例如在第一学段(1~2 年级)的课堂中以唱游课为主，融合了歌唱、律动、即兴表演、器乐演奏等内容，课

堂流程可以设置为导入——音乐律动，展开——音乐游戏、拓展——情景化表演以及测评——畅游展示。

唱游课就是典型的做中学案例，在音乐游戏中融入音乐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既调动了低年级学

生的学习兴趣，也让学生在做中学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知识与技能。 
4) 教学要求中的“做中学”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重视感受过程，创设开放性的教学情景”，以此来

指导学生，让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探索、感受、欣赏、分享，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实践技巧，

并且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欣赏、探究、实践。从而运用艺术的语言和方式感知美、体验美、发现美、创

造美，不仅掌握了音乐知识与技能，还提升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审美能力[7]。 
新课标的颁布将艺术课程的实践性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足以证明艺术课程离不开实践。学生在实

践中投入沉浸式学习，全身心参与其中帮助学生进入深度学习氛围，使学生深度感知艺术课程的特点、

感受艺术的价值与魅力。 

3. 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美育政策的出台以及一轮又一轮的课程改革与课标修订，音乐学科不断蓬勃发

展，艺术实践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但在落实环节中还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历史遗

留问题亟待解决。 

3.1. 课堂过于格式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方式便借鉴了苏联的教学模式进行分科教学，这种模式强调教学的

计划性，却忽略了学生学习的自我能动性。音乐课堂按照导入、新课教学、总结与提升的模式展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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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环节中大多按照歌唱课、欣赏课等课型的不同有着既定的教学活动。中小学音乐老师大多依赖于

此教学框架，不愿跳出舒适圈，寻找能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式[8]。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都

显得十分被动，导致课堂僵化，缺乏新意与活力。在课堂中，教师倾向于用灌输式教学向学生传授知识，

并用提问的方式作为检测学生是否掌握的方式。错误地将教学的目的理解为学生掌握知识、获得高分等，

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帮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现在网络上热议的“小镇做题家”。 
杜威曾说过“当今社会教学最大的失败，就是给学生特定的东西”。我国的教育制定了太多的框

架性内容，固定的上课地点、上课方式甚至是上课内容，以至于将学生困在了老师的思维里，失去了

自由想象发挥的空间，也因此抑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禁锢了学生感知美、体验美、发现美、创造

美的方式。 

3.2. 教学过于功利化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音乐教学法传入我国，对我国的音

乐教育产生极大影响，但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与模式已然根深蒂固。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音

乐学科的教学方式似乎一直偏向于将重点放在完成一系列的教学任务上，过分强调传授音乐知识，而忽

视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以及他们作为人类本能的行动。较之教学进度，音乐的艺术性反而没有被

强调，功利的教学忘记了美育的初衷，忽视了艺术的本身，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教学内容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但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缺少实践的音乐学习

终究是纸上谈兵。美国当代心理学家、教育学布鲁姆提出的认知层次六阶段：识记、理解、运用、分析、

综合、评价，音乐学习仅仅停留在识记理解阶段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音乐的，一定是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才

能表达音乐、创造音乐。 

4. “做中学”教育思想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实施路径 

4.1. 音乐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随着近代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各国教学法传入中国，为音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做中学”

提出了一种新颖且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即将传统的《诗经》理念融入当代《诗经》[9]。然而，由于师生

素质较低、外国文化对当地文化影响较深，使得外国文化在当今学术界得以广泛应用，从而带来了一定

程度上挑战。崔学荣教授的“通感”、“联觉”及其相关的理论指导下，该多维度的音乐学习方式被称

之为‘多觉联动’。它强调了大学生的主体能力、投入感、情感体验、快乐感，并且鼓励他们通过实践

来发展自身的能力。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中小学音乐课程，尤其是“玩中学”、“动中学”、“互动学”

这三个音乐主题。采用多觉联动教学方法，我们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交流技巧，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知识点，并运用自身的想象和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摆脱以往的被

动接受知识的方式，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采用多觉联动教学法，可以彻底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主体、

学生为辅助工具的授课模式，让他们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深刻地认识“做中学”，从而极大地

提升了课堂的教学质量，并且推动了课程的变革。 
中小学音乐教师们应在深入掌握多觉联动的教学理念、方法后结合具体课例进行灵活运用。教学法

是为教学服务的，不能为了增加教学活动而使用。盲目使用、过度使用最终只会本末倒置。应以学生为

主体，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怎么样的音乐活动能够调动学生的多感官协同作用，激发学生内心自发

的学习兴趣。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教师们还存在过多依赖数字化教学资源，例如欣赏课便以播放视频、

音频资料为主，这样的思维定势是不利于教学的。教师应该从作品出发，从教材中挖掘可以发散实践的

点，带领学生们在做中学、在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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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学科学习开阔学生学习视野 

“做中学”理论的推广使得跨学科学习的概念变得更加普遍，它将多种学科的观念、方法和思维

方式结合在一起，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现实世界中的知识，从而提升人们的综合素养。STEM
也被纳入 STEAM 教育，使得跨学科教育和艺术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传统的教育中，学科

与学科之间是孤立存在的，学生学习掌握了知识也不知道该如何运用知识去解决现实遇到的问题，纯

粹是为了学而学。而在跨学科学习中，教师有意在课堂中联系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在学习不同

地域民歌时与地理知识相结合起来，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新思路，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同时，教师可以以跨学科学习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式学习，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跨学科学习与当前推崇的“五育融合”教育理念是异曲同工的，都是意图打破学

科之间的壁垒，将学习综合化，引导学生在实践探索中获得多元情境下的狙神体验，促进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 

4.3. 项目化学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2019 年，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发布了《有关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品质的若干意见》，

其中提到了“探讨建立教材的课程综合化”，以及“探究型、课程化、合作式”的方式，这一概念在全

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课程化学习已经成为一

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模式。它鼓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解决日常的问题，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从而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它以一种有效的沟通模型，让学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思考、分享、解决，

从而获得最佳的效益。通过“做中学”的理念，我们鼓励学生进行项目式的学习，让他们通过实际操作

来尝试、理解和应对各种挑战。而老师只是提供指导。在这样的主动学习氛围里，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

锻炼，不仅可以掌握音乐本体知识，还促使学生挖掘更深层次的综合性音乐体验，真是做到助推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5. 结语 

“做中学”的《教育理论》已经广泛接受，并且在我们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然而，

这种思想的推广仍然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建议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来授课，比如采取多种互动的教学

模型，让学生通过跨越不同领域的学习，并通过项目来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就能够让他们从被动的接

受者转向主动的探索者，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并且能够培养他们的艺术感悟能力。通过努力，我们希

望能够培养出完整的音乐修养和核心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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