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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is the most basic prepa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usic teaching, and it is the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music teachers to complete music teaching. It directly affect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broad	definition	of	music	textbooks	
includes music textbooks used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audio materials, teaching 
reference materials, charts, etc., all of which are guided by the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systematically	reflec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music	subject.	This	paper	first	unfolds	the	steps	of	textbook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compreh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and intensive reading. Then, combined with classroom practice, the 
requirements and strategies for textbook analysis are proposed, finally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music textbook analysis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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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理念下音乐教材分析的应用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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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教材的分析是音乐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准备工作，是音乐教师完成音乐教学的必要保障，它直接影响教师对教学目标
的理解、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设计的整理和教学方法的运用。广义的音乐教材包括中小学学生使用的音乐教科书以及与
之相匹配的音响资料、教学参考资料、图表等，其都以音乐课程标准为编写指南，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系统地反映音乐
学科教学内容的载体。论文先从通读、精读、研读三个方面展开教材分析步骤，再结合课堂实践提出教材分析的要求和策
略，最后总结音乐教材分析的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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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分析教材的过程，既是教师科学把握教学内容的基本

前提，也是创造性备课的重要保证。音乐教师教材分析能力

的优劣，取决于音乐教师是否能够对音乐教材进行二度创

作。根据自身的学科知识与技能水平，把握音乐教材所蕴含

的以人为本理念，搭建教学内容的逻辑序列，将音乐学科核

心素养目标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中。

2 音乐教材分析的三步规划

2.1 通读教材，领会宏观结构
所谓通读教材是指无论教师授课年级阶段、授课群体

种类，都应该在理解每一阶段课程标准的基础上，通读各学

段学科教材。对整套教材有全面、系统了解后，避免因上下

册内容或分年级内容逻辑顺序不清晰，导致出现前后内容断

节、内容衔接不顺畅，以至于教学效率降低，违背学生正常

的认知发展过程。其目的是了解教材的教育目的、编写意图

和编排体系，更好地领会教材编写的宏观结构，把握其中的

育人目标和内在联系。

系统的音乐教材编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有

其自身的规律。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并尊重音乐知识与技能

难易度、学生的心智特点与思维路径渐进的特点，具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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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1]。在实际教学中，如教师分析教材范围

较小，只关注一个节课、一个单元或一册内容，缺乏对教学

内容结构的整体认知，那么实施教学时不免会出现教学目标

混乱，找不准教学知识的起点与落脚点，导致知识与技能教

学缺乏层次性与衔接。如在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简单的简谱技

法，但教师没有联系五线谱内容渗透教学，到学习阶段升高，

遇到复杂的五线谱内容，学生难以掌握。

2.2 精读教材，制定教学目标
精读是在通读的基础上，将音乐课程标准的课程理念、

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学段目标与音乐教材相结合，真正达到

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精读的另一关键要素是教材与学情的有

机结合，教材和学情看似独立的两个个体，实则互相影响、

相互制约。对音乐教材从系统脉络到概念内涵进行再阅读，

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学习需要和已有的音

乐学习经验等，从学生的立场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教材的

兴趣点、疑难点和文化语境点等，从而增加课堂教学的针 

对性 [2]。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教学活动的重要部分，教学目标指

引着整个教学过程的培养方向。随着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提

出，学科教学目标的基本方向落到了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

在音乐学科中，核心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与感知能

力、艺术表现能力、音乐文化理解能力以及音乐创造能力。

精读教材后，教师要多维落实教学目标，不能只注重核心素

养的一个方面，要培养学生综合的艺术表现与感受能力。在

精读教材时，也会发现有些教学内容既是教学重点又是教学

难点；还有重点和难点会因班级学情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就

需要教师精细阅读教材，仔细聆听与分析教材中的音乐作品

（包括同一作品的多个版本），再根据教材的主次和难易、

学生的已知和未知情制定教学目标与教学策略，做到“因材

施教”。

2.3 研读教材，拓宽教学外延
研读教材是指教师要关注学科综合，多方位、多领域

接受相关知识，综合探析音乐教材。首先，教师在研读音乐

教材时不仅要关注音乐教科书以及教学参考资料，还需阅读

一些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等书籍，

为驾驭教材、提高教学能力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并做到按

类储备，逐渐形成一套有自己教学风格的教材解读法。其次，

教师还需要分析查阅不同版本的音乐教材，从同一学龄阶段

的不同版本教材中拓宽教学眼界和教学思维，感受相同曲目

不同教材为教师带来的教学思路启发，激发创造性的教学思

维。最后，研读音乐教材过程中，教师还需了解同一年级学

生的不同科目教材，从不同学科角度为学生构建立体审美

观。如结合相同年级阶段的历史学科，将革命战争阶段的历

史情节与音乐歌曲的红歌内容相结合，从历史的角度帮助促

进学生对音乐文化的理解；结合语文学科，体会与感受优美

的古诗词，帮助学生在学习艺术歌曲时体会歌词抑扬顿挫、

婉转绵延，利用语文的语法结构与词句特点，轻松编创歌词，

让学生体会做小作曲家。

3 音乐教材分析的应用策略

中小学音乐教材是面向广大青少年的音乐教育读本，

是根据音乐课程标准而制定的一般教育内容。在新的课程改

革背景的推动下，学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

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教材的分析视角也发生重要变化。教

师不能再进行照本宣科，只对教材呈现的表面知识或浅显的

问题进行表征，而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再处理。

3.1 统筹教材结构，重组教材内容
所谓“教材整体意识”是指教师要关注教材整体与单

元内容、课堂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教师不仅要明确某一教

学内容在单元教学中的作用，还需明白该内容在整个教材中

的作用与联系或探究这次课堂教学内容较之前后教学内容

的内在关系，以便更精确地掌握本内容的教学广度与深度。

分析新学习内容与以往掌握内容之间的联系，明确现学内容

在后续学习计划的运用和拓展，这不仅可以帮助同学发掘新

学内容的基础，便于理解难点内容，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留

下伏笔，使学生音乐学科知识与技能掌握环环相扣、循序渐

进，逐步形成完整且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

纸上谈兵的教学方法不适合音乐教育的规律，教师应

该将生活中的音乐经验与音乐教材相结合，根据学生的实际

学习能力去拓展教学。音乐教材的重组与延伸需要音乐教师

依照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学习需求进行加工，再结合学生的生

活经验进行重点知识与技能的提炼，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对

教材内容进行创新和重组，不断优化教材内容。

3.2 转换教材主线，调整教材顺序
教师能动地调整教学内容主线，有助于优化教学质量。

如有些教学能力与经验较丰富的教师，将原本单元学习内容

以人文主线组元的目标进行调整，改为以音乐基本要素学习

为主线的组元方式，旨在培养学生的音乐性。这种教学目标

与形式的改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一是这种人文性

与音乐性的转换是否适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完善了音乐核心

素养目标。其二是该单元教材内容是否满足转换教学主线，

新的教学方法能否应用于此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按学期目标适当调整教学顺序，针对难易程

度或者逻辑结构。前提是在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学生原有的

“学情”，教师根据音乐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内在逻辑结构，

对教材的知识点进行有序及部分与整体的分析。对于年轻教

师，尤其是刚入职的新教师来说，建议先尊重教材，再尝试

创新，在调整教材单元顺序时一定要把握“度”[3]。

3.3 增减教材内容，凸显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了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

主体地位。学生的利益和幸福感应该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灌鸭式的教学法已经违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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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教学内容与教师服务学生的宗旨，把教材内容依

据学生需求做适当增减可谓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精简”即

教材中的某些内容可以略讲或不讲；“补充”则是指原有教

材中未提及，但根据学生学情与兴趣需求，在教学中有必要

拓展的内容，还有的“补充”是选择了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

点多方位、立体化地提高艺术审美与表现。

增、删教材内容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科教学质量，根

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恰如其分地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结

构重组与创新，凸显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例如，

同一首作品在不同年级的教材里多次出现，但每次出现都加

深了对知识点的认识，因此就不能精简。有的教师为了激发

学生的兴趣，大量补充课外音乐作品而摒弃教材，没有处理

好适当精简、补充与构建的关系，因此也是不可取的。

4 音乐教材分析的评价机制

音乐教材分析的评价机制是对多维评价对象的本质属

性与特征的具体反映。首先，评价标准的建立应关注教师能

否在庞大的学科教材体系中宏观把握教育思想、贯彻以人为

本教育理念；其次，要关注教师选择教育目标与内容时是否

围绕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展开，评

价教师对教材的自主处理是否得当，针对学生的生活经验所

补充的教学内容是否贴近教学实际等；最后，对教师教材分

析进行自我反思与能力提升。

其中，表 1 为教师教材分析能力评价标准。

教材分析能力评价后的行为优化，要求对分析的评价

结果进行反思、再实践、再开发。通过教材分析评价指标体

系的完善，加强教材分析能力的测试与评价，可以观察教师

在教材分析时的结果差异，由此推动教师对教材分析的全面

思考，深度挖掘教材体现的育人价值。

5 结语

音乐教材分析能力的提升可以理解为“教师的教材”

到“学生的学材”概念的转变。教师不应将教材内容直接转

换为课堂教学内容，而需要教师对教材分析的领悟结合学生

的认知、心理以及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对教材内容进行增

删或结构化重组，对原本教材内容的二度创作过程，突出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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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师教材分析能力评价标准

内容指标 合格 良好 优秀

理解教材结构与内容
通读所授年级音乐教材，理清各

册教材目标与单元分目标

了解同一年级各教材目标，理解其

之间的知识进阶与发展关系，对内

容衔接做好逻辑性准备

对整套教材的编排体系有系统的了解；

结合高低年级教材，分析不同教材结构

对学生发展的内在涵义

学情分析程度
能够自主关注学生学习经验的基

础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能通过实际调研活动，把握学生已

有学习经验，提前预设教学中会遇

到的问题

对学情分析的调研数据进行理论分析与

思考，并完成归因分析

确定教学目标与内容
能够根据教材确定基本教学目标

与内容

能对单元内容有选择性地开展，并在

学生学习情况基础上调整教学目标

能够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确立教学目标，

对教学内容合理、科学地整合与重组

评价与反思
能够对教材分析进行自我反思，

并对他人的评价落实改正

完成教材分析的自我评价与反思，并

为他人作出教材分析的改进与建议

能够对教材分析进行理论提升，并对教

材分析提出系统的改进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