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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标的指引下，如何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并高效开展课堂活动是现在教师需要思

考的问题。参与式教学模式(Participato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

式，教师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创造能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文章

基于参与式教学模式的理论概述，分析参与式教学模式在音乐课中的应用依据及特点，进而提出参与式

教学模式在音乐课中的应用策略，旨在将这一教学模型更好地引入到音乐学科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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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how to tak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guid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and efficiently carry out classroom activities is a prob-
lem that teachers need to think about now.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is a 
teaching model that takes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Teachers organize a variety of rich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actively, cultivate their creative ability, and achieve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
to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in music classes, and then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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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in music classes, aiming to better introduce this 
teaching model into the teaching of music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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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体系模式的逐步落实，越来越多的创新型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应用到音乐教育改革当中，总

结音乐教育当中的经验教训，摒弃传统落后的音乐教育模式，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和动力。参

与式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踊跃参与各个教学环节为重点的现代化教学方法，符合新体系模

式要求，也有很高的现实推广与应用价值。音乐教师应该以新体系教育模式和先进的教学思想为指导，

对主体参与式的音乐教学进行科学安排，根据学生的音乐学习需要设计主体参与式的音乐教学活动，并

把知识技巧渗透到音乐教育当中。 

2. 参与式教学的定义 

参与式教学模式，就是指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学生作为教学活动(音乐课堂)的中心和主体，

在教学过程中获得知识的教学模式[1]。此模式下的重点教学内容分为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合作；第二点

是体验；第三点是创新；这并不只是知识的教授与吸收。更多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亲身体验并

获取知识，不仅仅是教授单方面给予学生知识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与“以学生为中心”被突出，但

这并不代表可以无视教师的指导。学生在完整的教学过程中，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各个教学环节，在

实际的体验中去感悟、理解、学习、成长和建构。 
长期以来，音乐课堂教学中采用接受–传递式的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系统传授，投资成

本相对较低，也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但是，这除了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带来知识和技能外，也会因为其

特别凸显的教师权利与威信以及教材地位，使得课堂上出现无视学生个人思想发展的缺点日益凸显。随

着音乐教学改革不断深化，音乐教学研究理论日益深入，参与式教学模式逐渐受到了广大音乐教育者的

关注。参与式教学模式，将重点放在学生参与上。其主要形式为，学生积极无被动参与，直接感受音乐

活动。通过老师提前的策划、安排参与到教学之中，主动与教师一起进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与学生的

生活息息相关。不同的音乐活动作为绳索，将教师与学生相联系。在此模式中，教师与学生拥有相对平

等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能将老师的主导作用完整的展现。 

3. 参与式教学模式在音乐课中的应用依据 

3.1. 新音乐课程标准的理论 

参与式教学模式的理论，来自 2011 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其中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

乐创造”这一基本理念中提到音乐教学是实践过程。所以，在音乐教学领域中，没有一个不对学生的实

践加以强调[2]。采用合适的引导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深入接触并感受音乐之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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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多样化的方法来引领学生参与到音乐中，勉励学生自主感受乐曲，也在新课标中被提及。综上所述，

要想获得好的审美体验，学生必须主动参与教学过程，亲身体验，才能有效提升音乐素养，体现音乐教

育的美育功能。 

3.2. 学科核心素养理论 

在林崇徳教授看来，国内学生的核心素养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文化基础；第二个方面

是自主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参与。并且提出，在学生接受该学段的教育时，核心素养会逐渐完善。

最终形成在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品格和能力。湖南师范大学资利萍教授在国家提出的核心

素养基础上，结合音乐学科的特性，提出了音乐的三个核心素养，即“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

音乐课就是有音乐的课，是要唱出来、听起来甚至舞起来的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主动参与

其中，通过多样的形式，感受音乐的内容，提升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能力[3]。郭华在“如何理解’深度

学习’”一文中提到：“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深度学习[4]。这也是在现如今信息时代中，对所具备

的教学进行思考和改进。深度学习不是自学，而是在教师的帮助和带领下学生主体的主动活动，深度学

习的过程是学生作为主体的主动学习过程，它是一种教学理念而不是教学模式。”而要贯彻这一理念，

让学生成为主体，自身的参与体验是必不可少的。 

4. 参与式教学模式在音乐课中的应用特点 

参与式教学属于以师生共同推进为形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在确切教育目标的引导之下，利用科学方

法在和谐愉悦的宽松课堂环境当中对学习生成浓厚兴趣，主动投入教学活动当中的各个环节。主动获取

知识信息、探索质疑、加强思考、受到教育熏陶，从而促进知识和能力的共同进步。主体参与教学是以

学生为主体，以学生自觉参与各个环节的教学活动为重点的教学策略。这种教学方法符合新体系模式的

要求，对学生发展也有很高的价值。音乐课堂主体参与教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主体性。主

体性所强调的就是在音乐教学当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挖掘学生的主体潜能和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为重

点组织音乐课堂教学，从而让学生具备良好的主人翁意识以及责任意识。让学生能够认清自己在学习当

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保证后续的学习质量[5]。二是实践性。主体参与的课堂有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这

无疑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过程，也是进行实践体验和积累实

践经验的过程。再加上音乐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无疑能够进一步强化音乐教育的实践特点，让学

生在实践当中消化和验证理论。三是互动性。师生互动是音乐课堂主体参与教学的重要特点。在这一过

程当中以学生为主体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少不了教师的从旁指导，应该通过和谐有序的师生互动帮助

学生提高能力和获取知识，最终到达灵活运用的层次。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对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来说非

常重要，尤其体现在可以集中学生课堂注意力，并在这一过程当中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能够在体验

式和情境化的学习环境当中轻松消化音乐知识与技巧；主体参与能够推动学生性格与心理素质的完善化

发展，让学生在参与兴趣的指导之下进行知识体系建构，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形成开朗乐观与活泼的性

格。 

5. 参与式教学模式在音乐课中的应用策略 

5.1. 问题式参与，探究素材特征 

问题式参与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创设情境，并在情境中提出问题，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欲望，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欣赏作品，尝试探究问题的答案。在欣赏音乐作品时，学生常常要围绕音乐素材的特

征展开探究，若直接灌输相关音乐知识，学生的理解就不够深刻，通过设置问题让学生展开探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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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就会更好[6]。 
在学生倾听《牧歌》《国际歌》《月光奏鸣曲》等作品时，教师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进入到作品的情

境中，探究音乐的优美和壮美分别是怎样的风格。教师可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自主欣赏，在欣赏乐曲

《牧歌》时投影出壮阔的草原，在播放歌曲《国际歌》时展现出和战争有关的场景，在倾听乐曲《月光奏

鸣曲》时呈现出朗月当空的美妙画面。在学生进入到特定的情境后，教师再提出一系列问题引导他们展

开分析。如：“这几首乐曲给你的整体感受是什么？请从旋律、节奏、音色等音乐要素的角度去感受、分

析这些作品，说说它们给人怎样的感受。”学生尝试表达自己的感受，认为：“《牧歌》这首曲子给人十

分优美的感觉，它让人仿佛嗅到了草原浓郁的气息，让人看到无边的草地上牧民放牧的场景，不禁感叹

草原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教师帮助学生总结，让学生认识到音乐的优美具有温柔、平和的特点，它

的旋律一般十分舒畅，节奏平稳速度适中。此时教师可再提出问题，让学生探究《国际歌》展现的场景，

进而体会旋律的壮美。 
教师要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欣赏音乐作品，尝试找出问题的答案，主要围绕音乐作品描写的素材，

音乐的类型等问题互动讨论。在这样的问题式参与教学中，学生能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各种音

乐知识，并积极展开自主知识建构，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5.2. 对话式参与，认识不同流派 

对话式参与是指选择适合讨论的材料进行分组整理，让学生在欣赏完毕后展开小组讨论，学生可以

结合各种音乐流派的特点和同伴进行讨论，说说自己的认知。在这样的探究中，学生能结合他人的想法

和自己的听感相互总结、相互启发。在学生讨论后，教师再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总结一下不同流派的特

点，加深学生理解[7]。 
教师引导学生围绕西方古典音乐展开探究分析，组织学生参与到对话式活动中，了解这些流派的特

点。教师给学生展示了从巴洛克时期到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的各种音乐作品，引导他们交流讨论。学生

倾听了海顿、莫泊桑、贝多芬等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作品，并围绕它们的风格特点展开讨论。如有学

生认为：“海顿的音乐作品很有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呈现出完整的交响乐队编制。”还有学生表达

了自己对莫扎特的作品的欣赏感受，认为：“莫扎特的作品特别具有表现力，而且还具有德国歌剧的特

点。”还有的学生结合贝多芬的作品展开赏析，提出想法：“贝多芬的作品中有不少切分音，还运用了不

少转调，节奏给人跌宕起伏的感觉，让人能体会到力量的强烈变化。”教师也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并

引导其展开总结：“你认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整体特点是什么呢？在音乐内容上，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内

容呢？”学生认识到维也纳古典乐派常常展现自然美，歌颂人的精神，具有很强的特点。 
对于音乐流派的特点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个

性化见解。但是教师同时也要注意关注学生的对话讨论，如果发现对话有偏题等情况就要加以引导，促

使他们回归正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音乐欣赏的主动性，让他们更好地展开对话交流。 

5.3. 比较式参与，辨识乐曲语言 

《音乐课程标准》提出，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音乐作品风格、体裁、人文背景、表现手法等的比较，

培养分析音乐作品、评价音乐作品的能力。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比较式参与活动，让学生围绕旋律、

节奏、节拍、速度、力度、和声、调式等音乐语言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提升学生对音乐的认识[8]。 
在倾听音乐作品《过滩号子》后，教师又给学生展示其他号子、山歌、小调等，引导他们展开对话式

参与活动，促使他们从旋律、节奏、速度等角度入手分析汉族民歌的特点。学生积极展开对比分析，发

现号子和其他音乐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有很强的节奏感，而且它的强弱、律动、快慢等都和劳动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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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保持高度一致。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实践活动，尝试几人一组搬动重物，然后分别演唱不同类型的歌曲，

看看给自己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学生发现劳动号子节奏一致，因此在搬动东西的时候容易发力，但是如

果用一些节奏比较缓慢的音乐，如山歌、小调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四肢绵软，无法使出力气，由此学生

认识到号子的作用就是为了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工作。教师此后又引导学生欣赏音乐作品《平水号子》《上

滩号子》《拼命号子》《下滩号子》等各种不同的号子，分析它们的不同之处。学生发现这些号子的节

奏、速度等都有不同之处，这是号工根据地势的不同，行船的危险性而编写的，它们在节奏、情绪上都

有所不同。通过对比活动，学生对号子的特点有了系统的了解。 
比较分析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促使他们获得深刻的认知，认清事物的本质[9]。在比较分析中，

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都会得到提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比较活动中，体验音乐作

品，辨识音乐语言，促使自身思维、能力、品质和情感都得到不断提高。 

5.4. 发现式参与，体会作品精神 

发现式参与也是参与式教学的重要方式，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找出矛

盾所在，最终自主地解决问题。教师要关注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观察学生是否有困惑的地方，鼓励学

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不解之处，然后进行整理归纳，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这样能让学生深入体会

作品的精神，提升赏析水平[10]。 
教师组织学生展开音乐专题欣赏活动，围绕《海岛冰轮初转腾》《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

秋》等京剧片段展开赏析，然后开展发现式参与活动，引导学生自主感受京剧作为国粹体现出的独特魅

力。教师首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并加以总结。如有不少学生都提出问题：“京剧为何会给人独特的韵

味？为何倾听京剧总是能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呢？”在确定了问题后，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搜索资料等方法

解决问题，如可以搜索一下京剧的来源，了解《迎来春色换人间》等作品选自什么京剧作品，这些作品

的内容是什么，选段主要体现什么内容。还有学生认为可以了解这些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在搜索资料

后，教师组织大家交流总结，主要探究从这些京剧作品中体会到了哪些精神。学生在总结后认识到从京

剧中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会到凝聚其中的家国情怀。 
在发现式参与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说出自己欣赏作品的目的，并进行分析需要解决

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此后学生要围绕彼此的看法进行互动交流，甚至可以进行辩论。适

当的时候，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刻感受作品，体会其带给自己的触动并与创作者形成共鸣，从而体会音乐

作品表达的精神。 

6. 结束语 

参与式教学模式主要还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是由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活动，二者是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的，教师的“教”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者的“学”，只有教师在正确引导下，学生才

能获取到自己所需的知识。当前，素质教育的推进要求重视音乐教育的开展，并把音乐学科作为重要的

育人路径。音乐学科在素质教育当中的地位在进一步提升，对音乐教育的科学方法进行探索与实践也变

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参与式模式的提出以及应用，越来越多的先进音乐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被引入音乐

教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体参与式教学模式有着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可以综合带动学生音乐素养的

发展，调动学生的主体热情，挖掘学生主体的潜质，有序推进丰富多彩的音乐教育活动。让学生能够在

获得综合体验的同时，形成完善化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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