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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课程改革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使我们有些眼花缭乱。对它们的深刻内涵还是缺乏足

够的认识，教学中老师们又不知怎样施教才是理想的教学。在否定了一些传统教学方法的同时又不

能有效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专家们的指导又莫衷一是使我们感到困惑。鉴于此做了实践的探索农

村小学音乐”136课堂教学模式”研究提出了“一个理念，三个带进，六大策略”明确了以美育人。 

（二）概念的界定 

1．实践性：音乐课程各领域的教学只有通过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

多种实践形式才能得以实施。学生在亲身参与这些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对音乐的直接经验和丰富

的情感体验，为掌握音乐相关知识和技能、领悟音乐内涵、提高音乐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体验”一词，在《辞海》中解释为“亲身经历，以认识周围的事物”。在《教育大词典》中解

释为“体验、体察、专察，在实践中认识事物。” 

2．“情感”一词：是人对客观事物与自己需要的关系的反映，是感情、内心体验、需要、愿望、

价值追求等一系列心理现象的统称。 

3．音乐情感：是音乐直接作用于人的各种自然的反应，内心的体验与共鸣。 

4．音乐文化：音乐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强化概念，确立教与学的主体内容 

农村小学“136 音乐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从教育理念到具体教学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力

求有深入的思考，形成较完整的音乐课堂教学模式体系。对“三带进”做细致梳理，对“体验、情

感、文化、”提出了要求，实现有效性的研究。 

1．体验要求：完整而充分地聆听音乐作品，在音乐体验与感受中，享受音乐审美过程的愉悦；

体验与理解音乐的感性特征与精神内涵。 

2．情感要求：实现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在音乐欣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激发

情感，学生的情感都蕴含在音乐的体验之中。 

3．文化要求：了解中外音乐发展的简要历史和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初步识别不同时代、不同民

族的音乐。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感知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特征。了解

音乐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扩展音乐文化视野。 

（二）构建农村小学“136 音乐教学模式”实践研究的体系（见图） 

 

图 1 “136 音乐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体系 

（三）探索研究的途径，形成音乐教学模式 

探索研究的途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把研究落实在课堂教学中。从每节课中体现“三个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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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过程、评价等，为教师搭建成功的平台。抓好常态课、用好研究课，推出优秀课。迈向市

级、国家级大赛，培养名师。探索“136 课堂教学的模式”的规律。学生在音乐体验、音乐情感、

音乐文化中得到熏陶。 

三、研究实践的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实践的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2005年 9月—2005年 12月）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设计方案和论证；（2）成立“研究共同体，36 位教师参与”；（3）进行问卷调查；（4）确

立农村小学 136教学模式的内容；（5）确立研究方法及手段。 

2．具体实施阶段（2006年 1月—2006年 8月）主要做了五个方面： 

（1）对 10所实验校作问卷分析；（2）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3）举办讲座，解决相关的理论问

题；（4）组织干部教师座谈，实现研究成果共享；（5）课题中期汇报。 

3．总结提升阶段（2006年 9月—2008年 11月）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完成结题报告；（2）召开课题总结大会；（3）课题成果展示课；（4）编辑《成果集》；（5）

著书立说《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策略》《音乐课堂教学艺术》两本。 

4．深化与创新阶段（2008年 9月—2012年 6月）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提出：《农村小学

音乐“136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2）召开课题课堂教学研讨会；（3）加强媒体《音乐周报》

《中国教师报》等多方面的宣传推广；（4）建立新的深化与推广的流程；（5）为音乐教师搭建科研成

长的平台。 

（二）研究的方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调查问卷法 

四、研究成果分析 

（一）构建了农村小学音乐“136 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的培训推广机制 

农村小学“136 音乐教学模式”的内涵、目标、评价，形成了系统化。每年的开学初进行课题

通识培训，中期进行重点培训，后期举行专题总结培训。采用了“三内外”结合即：“家内外-→课

内外-→国内外”推广形式。2012年 7月到希腊参加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做交流，建立了交流机制。 

（二）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小学音乐 136 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 

由过去的只有欣赏教学六大策略：“聆听、歌唱、舞蹈、器乐、节奏、编创参与”。变成了“一

个理念，三个带进、六大策略的农村小学音乐教学模式”学生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参与音乐实践活

动，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突破了旧的“导入-→感受-→复听-→总结”的教学程序。丰富完善 136

音乐教学模式的内涵。 

（三）形成了农村小学音乐 136课堂教学模式一套成果转化机制 

培训-→课堂-→课例-→评优-→研讨会-→成果展-→实践←→理论 

 

图 2  课堂教学模式一套成果转化机制 

召开研讨会，由小型的、到大型的研讨会。北京市小学音乐教学研讨会 2011年在良乡三小召开

《唱歌课的教学设计研讨》举办课堂教学艺术大赛。 

（四）呈现了高品质的音乐课堂教学，体现了艺术教育的实效性 

助推了教与学的共同发展，助推了师生共同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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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效课堂 

五、成果特色与创新点 

（一）成果特色  

构建了农村小学音乐“136课堂教学模式”即：“一个理念，三个带进、六大策略”使研究成果

不断地得到深化与推广。该项研究成果为音乐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参照和借鉴模本，在实施新课程中

起到了示范、辐射和推动作用。 

（二）创新点 

1．填补了农村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的不足 

即：“有人研究音乐教学方法，无人研究数字化的 136 的教学模式。”为音乐学科在我区及全市

乃至全国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发挥了教研员的学习力、研究力、

指导力的作用。 

2．构建了“金字塔式”农村小学音乐“136课堂教学模式”体系 

重要的创新点是“一三”，塔尖是“一个理念”，即：“让每一个学生在音乐的实践中得到快乐成

长！”塔身是：“三个带进”即：“把音乐体验带进课堂让每个学生得到音乐美的愉悦；把音乐情感带

进课堂，让每个学生得到审美愉悦；把音乐文化带进课堂，让每个学生得到鉴美。”塔底是：“六大

教学策略”即“聆听、歌唱、律动、器乐、节奏、编创参与教学” 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创新了“三位一体”课堂教学模式 

即：“体验教学、情感教学、创造教学”融为一体，提高小学音乐教学质量。杜绝了“千课一面，而

呈一课千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迈进了国家级大赛行列，张秋立等老师，获全国评优课一等奖等。 

4．丰富和完善“小学音乐 136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并使之系统性。 

农村小学音乐“136 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实现了有效性、可操作性、实效性、创新性。提

高了师生感受与欣赏，表现与创造音乐的能力。促进了小学音乐教学的发展。扩大了影响力与辐射

力，跨区交流与超越国际交流。 

六、研究成果的应用情况 

（一）本区应用-→跨区滚动-→全国交流-→世界闻名（权威与媒体） 

1．在我区广泛地推广与应用，产生社会效益 

课题负责人撰写的《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研究》一书，2008 年 11 月由首师大出版《音乐课

堂教学艺术》一书，2011 年 11 月由东北师大出版发行。编辑专辑 5 本。《农村小学音乐“136 课堂

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一书，正在出版中。 

表 1  教师做课、论文获奖统计表 

序 获得全国奖励的名称 等 级 人数 

1 全国创新杯第 29 届第 33 届课堂教学艺术大赛论文及课例 一等奖 16 人 

2 全国首届新课改首届小学音乐优秀课例评比 一等奖 1 人 

3 全国百节优秀录像课、北京名师资源库 一等奖 4 人 

4 全国创新杯第 33 届课堂教学艺术大赛说课 一等奖 4 人 

5 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ESD 项目优秀课例评比 一等奖 3 人 

表 2  指导教师参加各项大赛获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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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项 目 内 容  人次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1 指导实验教师做教学模式专题研究课 1202 12 32 850 

2 北京市中小学音乐教学设计大赛 169 3 23 129 

3 全国创新杯课堂教学艺术大赛 56 16 34 56 

4 全国资源库小学音乐百节优秀课 4 4 5 21 

（1）教师和学生变化了，家庭变化了 

我区 43所学校，3万多学生走进了音乐。在听、唱、写、创等市级检测中取得好成绩。教师由

“不会上课，到会上课、再到上出好课”形成了教学特色。 

孩子“常常是该下课了，还是意犹未尽，不让老师下课！”音乐打动了孩子们自主地编写了音乐

报。家长不惜代价购置乐器培养特长。良乡三小每周给学生一首欣赏作品，校园电视台播放 100 首

中外世界名曲。良乡四小建立了特色学校。 

（2）学校变美了，领导加大了投入的力度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大了艺术开支。投资 200 万元建多功能厅 120 个。为教师聘请专家，

北京市特级教师吴文漪老师长期指导良乡三小音乐教师成长。每个学校都有艺术教育主管领导。理

顺了管理层面，促进了成果的深化与推广。 

2．在北京市范围内的推广及成果 

跨越式滚动发展，成为房山的一大特色。先后与崇文联手搞“136 教学模式”研究课 6 节，大

兴燕山携手走进新课改，在良乡三小做欣赏课 3 节。多次走出去在东城灯市口小学，西城区中古小

学做“欣赏课交流研讨”。 

3．在全国范围内的预期应用效果 

我的《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一书在全国发行，成为音乐教师必读。2009年我指导的欣赏教

学《白毛女》一课，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届小学优秀课例评选一等奖。教育部请我做--国培教师，

把成功经验和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全国的同行。 

4．研究成果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与好评，受到一线教师的欢迎 

市教委王军处长赞扬：“房山区音乐教学很有特色，课题引领课堂教学，探索农村艺术教育之路，

打造了品牌，令人敬佩。”模式研究深受一线教师的欢迎。 

5．各大媒体的评论与报道 

课题成果推广--五家媒体做了专题报道，《音乐生活报》 《现代教育报》 《中国教师新闻网》

2010年 6月 24日刊出。2011 年 11月又在良三小举行“音乐课堂教学艺术研究成果交流会”音乐周

报做了专题报道。 

七、反思与后续工作 

“农村小学 136 音乐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课题研究的深入发

展，宣传推广，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三个带进”上，着力点的研究迫在眉睫，需要更多的实

践，更多的精力。另外，小学音乐教师的工作压力大，课时多，每周 22节课，没有整块的时间思考

问题，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其实每个教师都愿意参加课题研究，就是客观因素太多，受时间的限制。 

研究的对策，梳理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克服一切困难，力争做大做强农村小学音乐“136

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开辟成功的新路。促进学生、教师、学校的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的均

衡发展。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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