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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课堂深度学习范式构建研究

◎徐春艳
摘要：为了摸索出一套高中音乐课堂深度学习的实践模式，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入地研究了学习的概念，并且在实践教

学中体会到了深度学习的开展价值。为此，本文提出了高中音乐课堂深度学习范式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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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学习的课堂上，我们虽然看重

老师的“教”，但是我们更加看重学生的

“学”。通过对话交互、情感交互等音乐

活动，让音乐课堂充满生命力，提高学生

学习音乐的兴趣，这便是精彩的课堂。

一、高中英语课堂深度学习范式简要 

在音乐课堂的导入阶段，音乐老师要

对本次活动做出预判。预判学生在课堂上

的表现效果。注重激活学生的原有知识，

做到新知和旧知的连接。在课堂的主体阶

段，音乐老师要注意刺激学生的各种感官，

带着学生一起整合课堂上的知识与信息。

最重要的是做到知识的重新构建和知识的

转移。在构建知识中，我们要提取知识的

运用情景。在转移知识中，我们要注重知

识的迁移与应用。在最后的评价阶段，

老师可以对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作出评

价。以上就是深度学习课堂的大致框架。

二、高中音乐课堂深度学习范式构建策略

（一）内容要“瘦”

每周音乐课的次数有限，每节音乐课

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构建深度学习的音乐

课堂，老师的教学内容一定要“瘦”。老

师的讲解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甚至都

不可能落实到书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

师要学会选取教学重点，以此为基础拓展

课外的知识，做到精讲。把“瘦”的内容

讲好。 

比如人教版高中音乐《民歌的音乐特

点》这一节课的学习。如果要做到面面俱

到，老师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民歌的来源，

民歌的发展过程，以及民歌的各种类型，

民歌的特点。显然时间并不够。所以老师

决定带领学生们学习、赏析民歌，体会民

歌的特点，体会不同民歌之间的相同之处

和不同之处。有时间的话可以探讨不同民

歌产生的原因。这样一看，时间还是比较

充足的。民歌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劳

动和斗争中口耳相传，不断加工而形成的，

它是人民群体集体创作的结晶，智慧的结

晶。民歌的艺术特点在于，它是诗和乐的

高度结合，并注重抒发人的内心世界的情

感。大部分同学小时候都听过妈妈唱过《茉

莉花》。老师在课堂上开展了一个思考讨

论的活动。老师给学生们播放了江苏民歌

《茉莉花》和河北民歌《茉莉花》，要求

同学们从题材、音乐风格以及情感表达上

分析、比较两首《茉莉花》的异同。它们

的相同之处在于，取名、歌词内容都相同，

而且都是小调类的民歌。不同之处在于，

江苏民歌《茉莉花》曲调委婉细腻，体现

出了柔美的风格。而河北民歌《茉莉花》

明快，体现了爽朗的风格。同学们总结到，

即便是同一首民歌，但如果歌曲的产地

不同，演唱的语言不同，就会造成情感

表达以及歌曲语言上的差异。同学们已

经完成了民歌音乐特点的分析和民歌的

赏析。音乐老师真正地把握住了本次课

堂的内容要“瘦”。

（二）时间要“够”

我们虽然要求老师的教学要“瘦”。

但考虑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老师要给学生

预留足够的时间。不能省略语言表达和思

考的时间。音乐老师不能独自一人在课堂

上唱独角戏。这不符合深度学习的概念。

例如人教版高中音乐《丝竹相和》这

一节的学习。丝指的是弹弦乐器，竹指的

是竹制吹奏乐器。丝竹乐指的是用竹制吹

管乐器与弦乐器合奏，弹奏风格细致，多

表现优美、抒情、轻快、活泼的情趣。本

次课学习江南丝竹的音乐。老师给同学们

预留了三个时间。第 1 个时间是“听”的

时间。同学们第 1 次接触古代的乐器，需

要静静地听丝和竹两种古代乐器的演奏。

听觉感受出二者在音色、音调、风格上的

特点。学生才能对古代乐器有一个初步的

认识。第 2 个时间是“赏”的时间。老师

让学生们聆听古代的音乐作品，了解中国

古代音乐的辉煌与成就。这节课播放了《中

花六板》。赏析《中花六板》，老师能进

一步感受到丝竹乐器带来的音乐之美。第

3 个时间是“说”的阶段。通过上一个阶

段的赏析，同学们内心的情感发生了明显

变化，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内容。老师当然

要满足学生“说”的需求。同学们聊了自

己对《中花六板》歌词的看法，也聊了聊

对丝竹乐器的想法，比较了丝竹乐器的不

同，还有聊了聊这一节课的学习所得，帮

老师和其他同学做了个总结。音乐课堂中

“听”“赏”“说”三个环节的时间必不

可省。

（三）过程要“透”

“透”是指，同学们的学习境界要

到达“通透”的境界。也就是说，课堂

上和音乐有关的赏析不能只停留在表面，

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老师要做好

教学领导。

例如人教版高中音乐《现代京剧》的

学习。从时间轴上看，“五四运动”之后

一直到今天所有反映生活的京剧都可以视

为现代的京剧。老师先简要地给学生们科

普一下京剧，给学生们介绍京剧里的四大

行当，并且还给同学们介绍脸谱的起源，

带领同学们分析了脸谱的功能和作用。随

后，老师和学生一同赏析了现代京剧《红

灯记》，分析它的剧情简介，分析它的曲

调和表达的情感。但是，音乐教学还没有

做到“透”。学生对于京剧音乐的学习和

赏析还是停留在“了解”的阶段。老师需

要对京剧的声腔、板式、伴奏做出精准的

解读。学生领会、接受老师的解读，才能

够达到“通透”的境界。老师让学生们看

着课本学习京剧的板式。板指的是强拍，

眼指的是弱拍。通常有以下四类板眼形式，

一眼板、三眼板、无眼板、散板。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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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调中，原板被视为变化的基础。而板式变化指的是以一个上

下句组成的基本的旋律为基础，进行旋律发展变化，节拍、节

奏速度也可能变化。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这四类板式，老

师带领学生们来唱，来感受。“唱”是非常关键的步骤。现在

的高中音乐课堂，“唱”变得越来越少了，更多是“听”和“说”。

但“唱”的作用和地位不可被忽视。想要达到通透的境界，“唱”

必不可少。

（四）所得要“厚”

深度学习的好处在于同学们在课堂上有收获。这也是为什

么各个学科的教学中都广泛地推崇深度学习的教学理念。同学

们所得要“厚”，这也是对高中音乐课堂深度学习模式的反馈。 

但是本文强调，“厚”的标准并不是“完整”。不是要求

学生在各个方面有所收获，不要求同学们既在鉴赏方面有所增

长，又在审美方面有所增长，在歌唱方面也有所增长，这不现实。

“厚”是指，学生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是

真真正正的、看得见的水平上的提高。仍以《现代京剧》的学

习为例。老师给学生们介绍了京剧的行当。丑行是扮演以滑稽，

伴有杂耍性表演的人物，在鼻梁上画一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丑行扮演的人物种类繁多，角色上有文武之分。有的是语言幽

默、行动滑稽、心地善良的人物。有的是奸诈邪恶，吝啬卑鄙

的人物。老师给学生们播放了京剧演唱的影视片段。同学们分

析京剧情感时，从人物外在判断其所属的行当，揣测他的性格，

并结合具体的京剧的歌词分析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老师认为

这位同学所得就“厚”。我们原先分析作曲人情感时，基本上

从旋律、歌词这两方面入手。但同学们在课堂上能够把自己学

习到的知识立马 应用起来，从角色扮演入手，想法很不错。老

师表示非常欣慰。今后，同学们看现代京剧时，就有了分析的

准则和原则，这就是他们本节课的学习所得。

总而言之，目前高中教育的各个学科都在大力地推行深度

学习的学习概念，并且将这种学习理念和课堂教学实际相结合。

但是，高中的各科老师在推崇深度学习的课堂模式之前，一定

要将深度学习的概念和学科的特点相融合，并且做出较为详细

的课程安排，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做到课堂深度学习，而不仅仅

是浮于表面，浮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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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的内在逻辑探究

◎郭丽丽　崔媛
摘要：从时间线上看，“四史”并非

四段历史的接续，而是大时间段与小时间

段包含交错。本文从“三大里程碑”“三

个为什么”“一条主线”等三个方面来探

究其内在逻辑。

关键词：“四史”　内在逻辑

“四史”是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更具体一点，“四史”包括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1921 年至今）、

新中国70多年成长史（1949年至今）、改革开放40多年奋进史（1978

年至今），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500 多年发展史（1516 年至今）。

从时间线上看，“四史”并非四段历史的接续，而是大时间段与

小时间段包含交错，不可以简单地断代。“四史”之间的内在逻辑，

可以从“三大里程碑”“三个为什么”“一条主线”等三个方面

来理解把握。

一、“三大里程碑”

2018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

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

里程碑。”

这三大历史性事件、三大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分别走过的近  100 年、70 多年和 40 多年艰难历程的历史起点，

既是那个时代的坐标，也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三大里程碑，

串起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体现了历史发展

的前后呼应、前后关照，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与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建立中国共产党，

迷茫的中国迎来了引路的“灯塔”，成功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了政

治条件、思想前提、实践基础。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过去 40 年的沧桑巨变。推进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落后的中国举起了富强的“旗帜”，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

气象，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如果把“三大里程碑”所标志的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

放进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这“三大里程碑”既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深刻影响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