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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探寻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的研究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以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和民族文化传承为主的民族器乐校本课程目标的

研究 

2．以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竹笛等五种乐器相关知识、技能学习和情感培

养为主的民族器乐校本教材的开发 

3．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实施的研究 

4．民族器乐校本课程评价的研究 

5.在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实施中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 

2.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调查研究方法 

二、结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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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制了以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为主的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总目标 

我们课题组以民乐特点、民乐开展的实际情况、我校学生的民乐基础以及我

校民乐授课教师的特征为基础，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

个维度研制了以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为主的民族器乐校本课程目标体系。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了解所学民族器乐的基本知识，包括该民族乐器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

基本构造、乐器分类、乐器保养、名家名曲、社会影响等。 

（2）掌握所学民族器乐的演奏方法与技巧，包括指法、节奏、音准、力度、转

换、乐感、姿势等，能够自主与合作演奏所学民族器乐。 

（3）演奏所学民族器乐的曲目，在所学民族器乐方面形成特长。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经历收集资料、学习交流、教师讲解、名家名曲的赏析的学习过程，掌握

所学乐器的乐理知识； 

（2）经历教师讲解、示范引领、观察与比较、自主练习，掌握所学乐器的演奏

技巧与方法； 

（3）经历民乐的现场表演，掌握现场展示的技巧； 

（4）通过兴趣激发、外在督促、目标激励、体验成功等方式，促使学生积极主

动学习、练习所学民族器乐，逐渐由教师、家长外在推动转变为学生自身内在

需要，养成坚持练习的好习惯，从练习演奏中获得美感、喜怒哀乐的情感体

验，从成功表演、考级中获得成就感、自信心。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1）感受和体会乐曲中所表达的情绪、情感和美感，想象乐曲中所描绘的意象

和画面，表达自身对于乐曲的感受、想象与体验。 

（2）形成民族器乐学习的兴趣，形成耐心、坚持、专注、合作等品质，以及调

整自我情绪、状态的意识和方法，促进学生增强自信心和勇气，培养学生对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二)民族器乐校本课程的内容 

依据以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为主的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总目标和分层分类

的校本课程分级目标。项目组开发了二胡、古筝、琵琶、唢呐和竹笛五种民族器

乐校本教材。 

每种民族器乐校本教材分为三个层级：普及层、提高层、特长养成层，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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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分为基本知识、基本要求、练习曲目、欣赏曲目。 

课题组研发的教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尊重学生的年龄、认知实际与心理特

点以及民乐文化学法特点；二是对已有乐曲进行改编使其适合儿童演奏；三是教

材内容编写安排上体现由浅入深、由低渐高的特点。此外，在教材编排方面，我

们还将民族乐器的认知、民乐文化功能、情感体验功能与民族器乐技能学习等有

机结合，突出教材的人文性与综合性特点。（教材详见附录） 

（三）民族器乐校本课程的实施 

1. 在课程师资方面，专业教师与校内辅导教师相结合。我校聘请了十余位

来自全总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空政文工团、中国东方民乐团等国家一级演

员及专家作为专业课教师进行教学和辅导。 

2.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多种形式相结合。我校主要采用双师指导形式的专

业课学习和辅导课练习及多乐器合奏的赛前民族器乐合奏练习、师徒结对的业余

时间小课练习等教学组织形式。 

3.在教学内容方面，创编适合学生特点的曲目。课题组专业教师针对不同年

段的学生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等进行我校民族器乐校本教材进行创编，有针对性

的开展课堂教学。 

4.在课程实施途径方面，多方配合实施。我校通过参加民乐社团、社会考级、

演出展示、艺术节比赛等多种途径进行课程实施。 

 

（四）民族器乐校本课程的评价 

对于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实施状况的评价，我们形成了多途径多主体参与多维

度的课程评价方式。 

1.多途径指：民乐社团、社会考级 、演出展示、比赛。 

2.多主体指：专业教师、辅导教师、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社会

评价。 

3.多维度指，我们研发了银河小学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学生日常表现评价表以

考察学生在民族器乐课程中对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达

成情况。 

（五）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情感培养的路径 

课题组教师通过日常观察、课堂与学生对话、课下与学生谈话等方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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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民乐技能的掌握程度、民乐学习的潜质、悟性等；了解学生民乐学习的情绪

状态、情感体验、情感迁移情况等，探寻出在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实施中，学生特

长发展、情感培养的特点、方式。 

    三、成果与影响 

1.进一步彰显学校民乐特色，在课题的引领下，学校民乐教育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并在市区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2. 该课题由石景山区教科所各位专家进行指导。开展课题研究过程中，课

题负责人和专家们交流研讨，促进了课题研究的规范化，促进了课题组教师科研

意识和能力的提高，促使学校重视科研工作，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发挥研究教学的

功能，影响广泛。 

该课题共组织了四次区级现场活动，有 50 余名专家、科研室主任和各学校

相关教师参加；三校级现场活动，区专家和兄弟学校科研主任到校指导工作，课

题组教师全程参加活动，学生进行精彩展示。各项活动中教师、学生的精彩表现

均给到访专家留下深刻印象，影响广泛。 

3. 该课题成果 3 篇论文被《基础教育研究》、《基础教育创新》和《学校管

理变革的实践智慧》公开发表和收录，供学术交流研讨。该课题成果 6篇论文荣

获市区课改论文、科研论文等奖项，产生广泛影响。 

4.近几年来，我校民乐学习的学生参加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组织的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参与人数每学期 100 人左右，通过率达到 100%。    

 四、研究反思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一)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反思 

1.民乐校本课程在学校教育传承中可探索创新 

通过此次对民乐校本课程的开发，我们在把握学生年龄、认知实际与心理特

点以及民乐文化学法特点等的基础上进行教材内容的安排，对教材进行了创新对

已有乐曲进行改编使其适合儿童演奏。当前较为知名的曲目大多适合成人演奏，

我们在教材编排方面，将民族乐器的认知、民乐文化功能、情感体验功能与民族

器乐技能学习等有机结合，突出了教材的人文性与综合性特点。 

2.民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积极利用各种资源 

在民乐课程开发与实施中，我们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取得了较好效果。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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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了十余位来自全总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空政文工团、中国东方民乐团

等国家一级演员及专家作为专业课教师进行教学和辅导。同时，我们还为学生们

搭建各种展示平台进行展示。如参加区艺术节比赛、与韩国西班牙学生进行文化

交流、六一儿童节文化展演、新年音乐会演出等等，这些活动使学生获得了成就

感、自信心，从而更加坚定学习民乐的信念。 

3. 民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学生受益良多 

我校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得到了民乐专业教师的精心指导，他们根据孩子们的

特点进行指导习，通过学习、反复练习、表演所学民族器乐，可以看出孩子们热

爱民乐，能感受和体会乐曲中所表达的情绪、情感和美感，，并形成耐心、坚持、

专注、合作等品质，以及调整自我情绪、状态的意识和方法，促进学生增强自信

心和勇气，培养学生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二）进一步研究展望 

1.继续探索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对于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研究的定位与价

值。 

2.继续完善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对于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研究的核心研

究内容。 

五、成果细目 

构建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探寻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的研究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获奖或转载情况 

出版 

 

《构建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初

探》 

 2014.12 收录于学校管理变

革的实践智慧”一书 

收录 
《小学民族器乐校本课程开

发与实施的研究》 

2016．9 发表于 “基础教育

研究” 

收录 
《借助民族器乐校本课程 探

寻学生情感培养的路径研究》

2016.6 发表于“基础教育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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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构建民族器乐校本课程，探

寻学生特长发展情感培养的

研究》 

2014-2015 学年度基础教育

北京市科研优秀论文评选一

等奖 

获奖 

 

《浅谈民乐课堂中的艺术性

评价》 

2014-2015 学年度基础教育

北京市科研优秀论文评选三

等奖

获奖 

 

《借助民族器乐课程探寻学

生情感培养的路径研究》 

2015 年石景山区基础教育

课改实验论文评选二等奖 

获奖 

《二胡校本课程《赛马》教学

设计及实施的反思----构建名

族器乐校本课程，探寻学生特

长、情感培养的研究典型课

2014 年石景山区基础教育

课改实验论文评选一等奖 

获奖 《帮助学困生客服胆怯心理》
2013 年石景山区学困生案

例评选二等奖 

获奖 《有一种良知的底线叫羞愧》
2015 年石景山区绿色教育

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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