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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的理念源于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

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以后，大家普遍的认为：教学

也是科学。也就是说，教学不仅有科学的基础，而且还可

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在课堂上如

何用观察、实验等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学问题，如程序教学、

课堂观察系统、教师与学生的行为分析、教学效能核定的

指标体系以及教学行为——结果变量等。论文主要研究音

乐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音乐学科的有效教学是通过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的感受与鉴赏能力、

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素养，丰富情感体验，

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学会唱歌、听赏、演奏、表演的方法，

具有一定的评价能力等。要达成教学的有效性必须从科学

制定教学目标、合理地设计教学环节、积极的创设课堂情境、

灵活地运用课堂语言、充分利用课堂评价等方面下功夫。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浪潮，新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也随

之涌现于教育教学当中，教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调

动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这就需要教师合理组合教材

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通过课堂上教与学的双边活动，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实现提高音乐

课堂教学质量的目标 [1]。据此，我们提出了“课堂教学方法

有效性的策略研究”这一课题方案，我们将着眼于促进学

生健康、长远的发展，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生长和学习方

式的转变，以分析和研究教师的教学行为为抓手，重建科学、

合理的教学价值观，探究优化音乐课堂教学的技术策略，

从而大面积地提高音乐课堂教学的效率。

①有效。主要是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音乐教学后，

学生获得的音乐或与之相关的具体进步或发展。

②教学方法。是指教师引起、维持或促进学生音乐的

所有行为。

③课堂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余文森教授认为：从专业

角度说，课堂教学方法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手段使

学生获得发展。发展就其内涵而言，指的是知识、技能，

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三者（三维目标）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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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就其时间而言，有当前发展和终身发展，任何一个

有效教学方法必定要促进学生当前发展，同时对学生长远发

展也会有影响。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课堂教学有没有效益

的唯一指标，教学有没有效益，并不是指教师有没有教完内

容或教得认真不认真，而是指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

得好不好。如果学生不想学或者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得

很辛苦也是无效教学。同样，如果学生学得很辛苦，但没有得

到应有的发展，也是无效或低效的教学方法 [2]。

本课题以现代教育学与新课标为指导，关注学生的学

习音乐的过程，关注音乐教学效益，建构有效音乐课堂教学

的策略，促进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共同发展。具体目标分为

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课题研究进一步明确音乐有效课堂教学

方法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总结一套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音乐有

效课堂教学方法策略体系，形成学校有效教学特色。二是通

过课题研究改变学生学习音乐的方式，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音乐教学活动，实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自主探究性

学习，使学生掌握音乐学习方法，提高音乐学习的能力，使

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和合作竞争能力，具有良好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成为会学习会创造的智慧型人才。三

是通过课题研究进一步更新教师的音乐课堂教育观念，提高

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促进音乐教师在音乐有效

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中实现专业成长。

本课题研究着力于现实的音乐课堂教学考察，结合学

校学生对音乐的一些基本知识了解甚少，对歌曲的表现力和

创造力很差的特点，要想取得音乐课堂教学的真正实效，提

高学生音乐综合素养的教学元素，就必须得拥有新课程背景

下的课堂教学有效性理念，掌握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有

效性的策略，摸索适合学生学习音乐的方式方法，这对中职

音乐的教学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兴趣性原则

音乐课的教学要注意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向学

生展露新奇、有趣的音乐、律动，能使学生产生很大的兴趣，

从而激发学生产生积极了解音乐和感受音乐的需要与动力。

启发性原则

启发性原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独立

思考，获得知识，发展能力。首先，要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

并想办法保持其稳定性和持久性；其次，创设让学生“质疑”

的问题和环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养成习惯；最后，教给

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他们自我探究的能力 [3]。

实践性原则

音乐教学的原则是要一切学生必须通过动一动、练一

练、唱一唱、欣赏欣赏来体验、感悟音乐的魅力。在动、练、

唱中培养学生的乐感、对音乐的感悟能力和欣赏能力，以此

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创造性原则

创造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

术教育的重要体现。音乐创造因其强烈而清晰的个性特征而

充满魅力。在音乐课中，生动活泼的音乐欣赏、表现和创造

活动，能够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在主动参与中

展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才能，使学生的想象力、创造性思维

能力与创造性人格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

全体性原则

①让每个学生在每节课上都学有所得，都在原有的基

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②对每个学生负责，“让每个学

生都抬起头来走路！”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③我们特别

强调的是，不能让班上音乐表现较差的学生沦为陪读生，成

为“被遗忘的角落”，教师让他们答问要留心为他们创造能

够获得成功和自尊的机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可以回答以往只

有好学生才能回答的问题，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

教学之中。

①文献资料法：学习心理学、音乐课程标准、音乐教

学理论，收集有关音乐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相关情报资料。

②调查法：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了解目

前学生学习音乐的状况，了解他们对本课题的看法以及在课

题研究中学生的变化情况。

③行动研究法：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

不断调整研究方案，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理性指

导下进行研究实践，把研究实践上升到理性高度，实施研究

计划，完成研究任务。

④个案研究法：选择典型学生建立个案进行追踪研究，

从而检验和了解课题实施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情况。

⑤经验总结法：在前期文献研究、实践研究的基础上，

形成项目研究报告，并把研究成果有机渗入各年级音乐教学

的各个环节之中。

有效的课堂教学是全面地关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乐园，

让学生在一种精神氛围之中接受文化的洗礼和熏染。有效的

课堂教学更重视教学过程的探索性，重视教学中的师生的

交往与对话。有效的课堂不是机械地生产一些整齐划一的脑

袋，它培养的学生是鲜活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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