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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的针对性 

教学实践和调查发现，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低年级学生在教师带领下积

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学习兴趣浓厚。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有所下降，

开展音乐活动时，很多学生处于被动状态。 

这种现象的原因出自多方面，有教师一言堂，重教轻学的教育观念原因，有教学内容、

方法选择不当的原因，然而最重要的是忽略对学生自主学习方法的培养问题。 

叶圣陶先生曾提出“教是为了不教”的著名论断，现代教育提倡学生自主，培养学生自

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二、成果的目的意义 

（一）目的 

教会学生自主学习歌曲的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二）意义 

1．本成果不仅研究小学唱歌教学如何开展自主式学习，还引导学生将这些自主学习的

方法应用到其他学科学习中，切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有助于学生在离开教师的情况下，主动学习音乐、走进音乐。 

3．共享研究成果，为艺术教师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三、成果取得过程 

本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归纳法、行动研究法等，以行动研究法为主，在

调查与反馈过程中归纳并积累经验。 

四、成果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自主学习五步法 

自主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是指学生自己主宰自己的学习，是与他主学习

相对立的一种学习方式（余文森等，1999）。
1
具有能动性、反馈性、调节性、迁移性、有效

性等特征。 

自主学习是一种积极的学习状态，是当今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在课程论领域，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被作为一项重要的课程目标；在教学论领域，自主学习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教

学方法；在学习论领域，自主学习被看成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五步法的内容包括： 

聆听感知—“听” →发现特点—“找” →自主视唱—“试” →合作探究—“助”→自信表演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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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学习五步法的方法
2
（见下图） 

 

图 1  自主学习五步法 

1．聆听感知 

（1）听音乐说心情 

学唱一首歌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完整聆听歌曲，了解歌词内容，感受音乐情绪。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心情和对音乐的感受用一个词表达出来，逐步引导学生运用音乐术语表

达音乐情绪。如：优美的、欢快的、高兴地、雄壮的等。 

（2）听音乐说形式 

小学生唱歌课中应用最广泛的演唱形式就是齐唱、独唱、轮唱和合唱。在聆听歌曲过程

中判断歌曲演唱形式对后面的分析性学习起到铺垫作用。 

（3）听音乐说风格 

歌曲的风格韵味往往蕴含在音乐的旋律、节奏、节拍、调式以及歌词中，通过反复、比

较聆听的方式可以积累经验，判断风格。 

（4）听音乐哼旋律 

在反复聆听基础上，引导学生跟音乐哼唱旋律，有能力的可以唱唱名，这对培养学生音

乐记忆力很有帮助。 

2．发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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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学习五步法 

感知 

第一步：聆听感知 

第二步：发现特点 

第三步：自主视唱 

心情      演唱形式    风格     哼唱旋律 

第四步：合作探究 

记忆 

思维 

结构特点 旋律特点 和声特点 高潮特点 词谱特点 节奏特点 

听音高唱唱名 听音乐唱歌词 听音乐划旋律线 听音乐排乐句 看乐谱直接视唱 

音乐本体 演唱技巧 文化升华 

表达 

第五步：自信表现 

演唱形式         歌曲演绎        自主评价 



发现法是自主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引导学生发现音乐的特点。如：旋律、

节奏、结构、调式等是自主学习的主要任务。每首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发现了这些特点就

会在短时间内学会它。 

（1）旋律特点 

旋律是重要的音乐表现要素之一，在学习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自主地发现歌曲旋律特点，

如乐句的相同或不同，旋律的起伏与发展等。如歌曲《苏珊娜》，旋律中有多个相同相似乐

句，如果学生学会了第一乐句，那么其他几个乐句便很容易掌握了。有的歌曲可以找旋律的

骨干音。 

（2）节奏特点 

音乐的节奏对音乐形象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如果在聆听基础上分辨各种节

奏型，找出节奏的“重复”与“变化重复”可以准确把握作品的节奏韵律。 

（3）结构特点 

音乐是由曲式结构构成的，分辨结构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歌曲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如：

四句式结构特点是起承转合，一般来说，第一句是起句，第二句与第一句是变化重复，第三

句是转句，独具特点，第四句和第二句相同，了解了这种结构的特点演唱起来就可以变得更

加简单轻松。 

（4）词谱特点 

许多儿童歌曲都是一字一音，学生演唱起来轻松流畅。有些歌曲中会出现一字多音的“拖

腔”；有些歌曲中配有表达心情的“衬词”；还有些歌曲在词谱对应中带有装饰音等。自主发

现这些特点可以解决演唱中的难点。 

（5）高潮特点 

每首音乐作品都有高潮，通常出现在后半部分，大约歌曲的 2/3处或处于黄金分割点处，

可能是歌曲最高音或带“衬词”的部分，发现高潮点可以更好地表现音乐情感。 

（6）和声特点 

合唱歌曲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比较难掌握的，其和声特点通常采用有重复特点的两个平行

的旋律声部创作而成。以歌曲《拍手拍手》为例，集体学唱高声部旋律，找出旋律中三度音

程和两个乐句“变化重复”的特点，降低识谱难度。学唱低声部旋律，根据旋律线与高声部

相同的规律，知道两声部为平行三度音程关系，记住并唱准每一乐句的开头音。最后二声部

轻声合唱，在倾听中调整力度和速度，保持音色的和谐统一。 

3．自主视唱 

（1）听音高、唱唱名 

听音高、唱唱名是指听到音高就能迅速地唱出唱名，这是发展学生内心听觉的有效方法。 

（2）听音乐、划旋律线 

旋律线是指旋律发展的线条，表明了音乐上、下发展的方向，学生在聆听旋律时边听边

划出旋律线，感知音乐的进行方向，辅助唱准歌曲旋律。 

（3）听音乐、排乐句 

歌曲是由乐句构成的，学生在学习歌曲时分析乐句句式特点并凭借音高印象找出相应乐

谱，将乐句按旋律顺序排列出来可增强学生记忆。 

（4）看乐谱视唱 

看乐谱视唱是自主学习的最高阶段，教学中要坚持这项训练。开始可以是几小节，然后

逐步发展到一个乐句，再至整首歌曲。 

（5）听音乐、唱歌词 

当学生唱准旋律后，教师引导学生读歌词，熟悉内容，仔细观察歌词与乐谱的对应关系

是一字一音还是一字多音，才能准确演唱。 



4．合作探究 

合作探究是指学生在出现困难的时候给学生适当的帮助。如当学生演唱旋律出现音不准、

节奏不正确或歌词与乐谱不能对应现象时，教师就可以给学生以示范，帮他们唱准歌曲。也

可以是学生之间的合作，解决学习中的一些问题。 

（1）加深对音乐本体的感知 

师生合作首先要解决对音乐本体的感知，如音乐的旋律、节奏、节拍、速度、力度等音

乐要素，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歌曲做二度处理，帮助学生积累“唱好歌”的经验，

为学生自信、独立歌唱做准备。 

（2）注意提高演唱的技巧 

提高演唱技巧是唱好歌的基础，因此师生要合作，引导学生分析用什么样的声音（音色）

表现歌曲，并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来歌唱。如：演唱的声音位置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

歌唱状态是怎样的?以获得良好的声音。 

（3）通过文化更好地表现歌曲 

任何一首歌曲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的，要唱好歌必须了解歌曲相关的音乐文化，

学生在这方面知识较少，需要教师多加指导，扩大学生文化视野。 

5．自信表演 

（1）演唱形式 

自信表演的突出特点就是学生能够主动大胆地面对众人开口歌唱或表现。教师可以通过

多种表现形式激励学生主动走上讲台一试身手。如：让学生自愿结对组成多人的演唱组齐唱

歌曲，音准好的学生稳定的调性感会带动伙伴把旋律唱准；还可邀请同伴进行双人演唱或鼓

励同学大胆独立歌唱，自信表达。 

（2）歌曲演绎 

自信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演唱过程中加入自己独到的理解，用自己认为适合的音色、速

度、力度来表现歌曲，并通过面部表情和歌唱体态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情感。 

（三）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方案  

学习与评价的结合是自主学习能力形成的要点，借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西肖尔的“音乐

才能测验”和我国赵锦均的“音乐才能诊断法”以及《比奇音乐测验》、《科尔威音乐成就测

验》
3
的有益经验，根据《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小学生实际情况，提出适合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发展的评价方案，包括如下方面： 

1．能在 15——20 分钟内自主学会简单的两段体结构的歌曲，哼唱或视唱作品主题。 

2．能在聆听作品 3分钟内分辨出音乐主题，并用简单的语言概括重要的音乐要素。 

3．能运用动作或图示表示作品的音乐结构。 

4．能在初听音乐过程中判断作品的音乐情绪及表现内容。 

5．能在聆听两至三遍音乐作品后，判断音乐风格。 

6．能对他人的演唱或演奏的音准、音色、歌唱状态、声音进行评价。 

7．能借助学具乐器或钢琴主动找到作品的调式高度，演唱主题或旋律后能自己校对音

高。 

8．能用语言描述音乐作品的情感、意境、音色等特点。 

9．能与伙伴合作，运用不同演唱形式表现歌曲。 

10.能主动搜索并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背景、作曲家生平或轶事。 

11．能用音乐基本要素（旋律、节奏、节拍）等简要分析作品。 

12．能自主视唱作品主题或歌曲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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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能对歌曲进行简单的二度处理，用语言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设计表现意图，并

能作歌唱示范。 

（四）运用“自主学习五步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自主学习的五个步骤融为一体，不能割裂开来。 

五个步骤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步骤中的内容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作

品以及学生的不同能力层次进行调整。例如：第一步中涉及了听音乐说心情、听音乐说演唱

形式、听音乐说风格、听音乐哼旋律等内容，对于音乐鉴赏经验较丰富的学生很可能在初听

音乐时全部能解决，还有可能说出更丰富的内容。对于经验较少的学生来说，可能听了多次

也未能回答出来，这些问题可在后面的学习中逐步解决。 

2．自主学习要在学生具有一定知识储备、技能和认知能力基础上方可实施。要注意学

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能力基础，切不可过分地拔高，脱离学生的认知水平。那样不但不能提

高学生的能力反而会使学生丧失兴趣。 

3．自主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的，绝不是“自由”学习，一定要注意教师的指导作

用。在自主教学中虽然教师退居二线，但在设计问题、指导学习的过程中仍然是起主导作用

的，还要营造美的情境，挖掘美的情感，歌唱美的音乐。 

此方式适用于小学音乐欣赏教学领域。 

五、成果实践效果 

首先，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访谈中，96%以上的学生认为检测与评价促进了他

们的音乐记忆能力，增强了舞台表现愿望和自信心。100%的学生对于自主学习过程中与同伴

共同学习、合作互助等实践活动表示非常喜欢，他们觉得这种学习方法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把握歌曲或乐曲的特点，自主学会歌曲。从学生已经习得的学习成果中体现出来：以下是我

校学生参加海淀区小学五年级音乐能力统一测试的成绩表，全校应参加测试人数 359人，实

际参加人数 359人，各班成绩如下： 

 
全年级平

均分 

各班平均

分 

纸笔 

成绩 

（60） 

表现成绩（40） 测试等级 

演唱演奏

30 

视唱 

10 

A 

85-100 

B 

84-75 

C 

84-75 

D 

74-60 

全年级平均分 93  53.8 29.8 9.8 342 人（95%） 17 人（5%） 0 0 

1 班（38 人）  96.1 56.5 29.9 9.9 38 人（100%） 0 0 0 

2 班（37 人）  95.1 55.2 29.9 9.8 37 人（100%） 0 0 0 

3 班（35 人）  94．6 55 29.9 9.7 35 人（100%） 0 0 0 

4 班（33 人）  92.2 52.5 29.9 9.7 30 人（90%） 3 人（10%） 0 0 

5 班（36 人）  94 54.4 29.5 9.7 35 人（97%） 1 人（3%） 0 0 

6 班（36 人）  92.1 52.5 29.8 9.8 32 人（88%） 4 人（12%） 0 0 

7 班（37 人）  90.3 51 29.5 9.8 30 人（81%） 7 人（19%） 0 0 

8 班（35 人）  92.6 53 29.8 9.8 33 人（94%） 2 人（6%） 0 0 

9 班（36 人）  93.56 53.8 29.8 9.9 35 人（97%） 1 人（3%） 0 0 

10 班（36 人）  93.36 53.7 29.8 9.9 36 人（100%） 0 0 0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在艺术实践能力测试方面，即：演唱演奏、即兴视唱等表现领域的

成绩优异，以上数据说明学生对于长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果显著。 

在纸笔测试的音乐创作题中，学生在看图片即兴编创节奏和看乐谱视唱并选择填空的答

题满分率很高，说明学生在长期训练过程中获得了扎实的识谱能力和灵活的即兴创作能力，

卓有成效。 

此外，学生能在 15——20 分钟内自主学会两段体结构的歌曲，并能与伙伴合作用不同

演唱形式表现歌曲；90%以上的同学能够在聆听三遍音乐作品之后哼唱或视唱作品主题，初

步把握作品的情绪及音乐风格。 



学生对自主学习的方式高度认同，他们说：“这种学习氛围好，大家可以主动在课堂上

发表自己见解、操作电脑、与伙伴合作完成学习，交流共享学习经验与方法，提高学习兴趣

和效果。”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可以将在音乐课堂上学到的方法运用到别的学科学习上，提高学习

效率。例如：在英语课上，把学会的：专注聆听音乐，记忆旋律的方法用到聆听并记忆英语

单词上来，提高记忆效率。 

在语文课上，可以把音乐课自主学习时常用的：聆听音乐、看乐谱，训练从文本中获取

音乐信息能力的方法运用到阅读分析课文，寻找概括文章中心思想的关键词上来，锻炼学生

短时间内概括、提取文本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 

可以说，学生在音乐课自主学习中常运用的：“分析、概括音乐结构”，“总结、提炼学

习窍门”，以及“与人分享学习经验”等方法可以正迁移到各学科的学习中，节省学习时间，

让学生逐渐走向自主，真正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六、成果社会评价 

从教师执教常态课的教学质量、效果和近两年内公开课取得的点滴成绩，以及部分教科

研成果中也体现出本成果研究的深度和发展进程：参与撰写三部教学论著，独立撰写并发表

文章二十余篇，获奖论文 14篇，其中获全国一等奖 3篇，二等奖 4篇，三等奖 1篇，其余

均获北京市一、二等奖及海淀区一等奖。（见其他材料） 

本课题研究的阶段成果已通过教学公开课、专题讲座、论文发表或课题组研究、汇报等

形式得到市、区骨干教师的认同，并被广大一线教师应用到音乐教学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