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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大计,由知识评价转向核心素养评价是当今教育评价改革的攻坚之举。

2022年版新课标实施以来,如何综合和科学地评价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一直是素质教育评价实

践中的热点和难点。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等方式确定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指标框

架,并量化评估了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四大维度(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下

13个准则层和34个子准则层指标的重要性水平,既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具

体方向,为音乐教师落实核心素养培育提供了路径指导,也为更好地推动音乐课程教改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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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评价改革作为一个世界性、历史性、实践

性难题,始终是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攻坚之举、

“龙头之战”[1]。长期以来,便于直观度量的“分

数主义”甚嚣尘上,一度成为评价学生、教师和

学校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成为义务教育评价改

革过程中久治不愈的顽疾。为了打破这种“唯

分数论”的教育评价桎梏,党中央、国务院围绕

“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先后出台多项

政策措施发展素质教育,并将美育评价作为系

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

2001年,教育部在其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中就提出,

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

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

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直接提出要

研究制定中小学美育课程学业质量标准,探索

建立学校美育评价制度,运用现代化手段对美

育质量进行监测。党的十九大之后,美育评价

更是受 到 高 度 关 注,其 重 要 性 进 一 步 凸 显。

202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教

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正式颁布实施,将“改进美育

评价”纳入学生评价改革重要内容,突出学生

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评价。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提出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将
测评结果纳入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突出

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的核

心素养评价。2022年,《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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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2022年版)》提出“坚持素养导向”的评价要

求,即围绕上述四大核心素养的内涵,结合不

同学段课程目标、学业要求与质量标准开展全

面、综合的评价,体现了教育评价改革由过去

分数本位、知识本位向育人本位、素养本位的

转向。

纵观教育评价改革发展历程,“核心素养”

已成为引领当前我国各学科课程改革、推动义

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现有的研

究文献可以看出,自“核心素养”概念在2014年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2014〕4号)中首次

提出以来,至今在知网上仅以“核心素养”为关

键词检索篇名的学术文章已高达13.4万余篇,

而以“音乐核心素养”作为关键词检索篇名的

学术文章也高达2300余篇,可见“核心素养”

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议题。

从已有的研究看,大量的文献均围绕各学科有

关核心素养的结构内涵、培养路径、教学实践

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对其开展综合性的、科学

的量化评价,在音乐学科领域这种评价更是寥

寥可数。事实上,在当今追求人的个性发展,

强调独特性、整体性的教育背景下,素质教育

难以实现量化评价,也使这种评价方式推行起

来困难重重。根据音乐美学的观点,音乐是人

对万物的一种情感表达,音乐素养蕴含着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对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需要深入透视审美感

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大素养导

向的本质,有效测量其与人、社会、自然的对应

关系。那么,如何在评价中排除无关因素并识

别这种对应关系从而使评价结果更为精准?

开展量化方法探索无疑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

键所在。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义务教育阶段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整体框架的“行为域”分解为

不同维度对应的“行为域”,通过德尔菲法测量

这些“行为域”的边界范围或影响程度,从而让

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具有可衡量的尺度。

二、文献回顾

有关音乐学科的评价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世 纪 初 德 国 著 名 音 乐 学 家 施 通 姆 普 夫

(Stumpf)对儿童音乐认知能力方面的测评[2],

以及美国音乐心理学家西肖尔(Seashore)通过

人类社会经验、语言文化背景、音乐修养等方

面对音乐知觉能力展开的评价[3],包括后期

Kwalwasser、Drake、Wing等推出的一系列音

乐能力测试方法[4-6]。它们均侧重于评价个体

获得音乐技巧的潜能,属于对音乐认知能力的

评价。这些评价强调的是对音乐知识或技能

的理解与掌握,仅仅考察了学生对音乐的感知

觉能力,所考察的层次较为基础,缺乏对情感

活动和高级思维方式的考察[7]。随着美育评价

政策的实施,“核心素养导向”的音乐学业评价

将成为未来“高风险”考试关注的热点[8]。冯巍

巍将音乐核心素养定义为学生在音乐学习中

应达成的有特定意义的综合能力,既不是指具

体的音乐知识与演唱演奏技能,也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音乐能力,而是基于音乐知识技能又高

于具体的音乐知识技能[9]。吴秉旭和马云鹏的

研究认为,义务教育音乐核心素养涵盖学生对

音乐的兴趣爱好、音乐审美感知能力、音乐表

达能力、音乐创造能力以及音乐文化理解能力

等艺术素养[10]。

(一)有关审美感知能力的评价

审美感知能力指对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和

艺术作品中美的特征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

感受、认识和反应能力,其评价主要聚焦学生

的情感活动和高级思维如品位、偏好、兴趣、心

境、观点及鉴赏能力等,如Farnsworth对音乐

品位的测量[11]、Hargreaves对音乐兴趣的评价

测验[12]、Shuter-Dyson等对音乐鉴赏能力的测

评[13]。Kirnarskaya和 Winner对397名6~18
岁年龄段学生进行测评后发现,儿童在音乐情

感的探知方面更具天赋[14]。也有学者对音乐

风格偏好、音乐欣赏能力进行了群体与个体特

征的比较,发现对音乐节奏感有强烈偏好,如

喜欢嘻哈说唱、布鲁斯风格的学生群体在性格

上更易表现出偏激状态,情绪控制较差,与人

交往时往往有敌意倾向,而偏好古典音乐的学

生群体则更具责任心与耐心,性格通常外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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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且具有更好的情绪控制能力[15]。North和

Hargreaves对大学生和9~10岁儿童样本的

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即:无论是哪个年龄

段的学生,对偏好古典音乐学生的评价总是与

“积极”挂钩,而偏好另类流行音乐的学生则往

往被贴上“消极”的标签[16]。
(二)有关艺术表现能力的评价

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年版)》将艺术表现定义为学生在艺术活

动中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情感、展现艺术

美感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含演唱、演
奏等基本音乐技能,还涉及音乐创作、音乐表

演和音乐团队协作等方面[17]。Hallam通过对

95名音乐教育工作者、193名除学校课程之外

还积极参与音乐培训的儿童以及71名在学校

课程之外没有参与音乐培训的儿童样本进行

深入调研,发现演唱、演奏能力在音乐表现能

力中居于首要地位,其次是表达思想感情能

力,最后才是音乐技能如能够作曲或即兴创

作[18]。Forgeard等则从儿童的器乐演奏能力

角度揭示了艺术表现的价值,发现具有3年以

上器乐演奏练习经历的儿童在听觉辨别能力、

运动技能、数学逻辑推理、语言表达等方面均

优于对照组样本即无器乐演奏基础的儿童[19]。

国内学者关于艺术表现能力的评价也有着较

为丰富的研究,如江珍构建了健美操运动员艺

术表现力评价指标体系[20]、操亦恒构建了青少

年拉丁舞竞技表现力评价指标体系[21]。
(三)有关创意实践能力的评价

创意实践能力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反

映艺术创新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能力,属于

创新思维能力测评范畴。有实证研究表明,1
岁到3岁零10个月之间的孩子其创造性思维

与音乐经验显著正相关,即对婴儿或儿童早期

的音乐教育有助于提升其创新思维能力,包括

语 言 表 达 能 力、与 人 沟 通 的 能 力 等[22]。

Gustavson等通过收集儿童与青少年样本数据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后实证研究发现,儿童时期

的音乐学习会使其语言能力、认知与创新思维

能力在12岁时出现质的变化[23]。由此可见,

儿童参与大量的音乐实践有助于激发大脑皮

层的语言机能,提高读写技能和创新思维能

力[24]。国内相关研究方面,陈琪欢选取水平相

近的两所幼儿园中4个大班共174名幼儿作为

研究对象,以音乐教学手段的介入为自变量,

以幼儿创新思维的三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实证

研究,发现以“音色”“音强”为核心内容的幼儿

音乐课教学方法能促进5~6岁幼儿创新思维

的流畅性,以“音长”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方法可以

促进幼儿独创性思维的发展,而以“音高”为核心

内容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幼儿思维的精确度[25]。
(四)有关文化理解能力的评价

文化理解能力指对特定文化情境中音乐

作品人文内涵的感悟、领会、阐释能力,包含感

悟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领会音乐对文化发展

的贡献和价值,是学生在音乐活动中树立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集中体现。因

此,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重在强调传统音乐教

育的文化主体性,在音乐教育中渗透传统音乐

的思维、历史观、哲学观等体现传统音乐文化

主体性的内容,如作为客体的乐谱符号与演唱

演奏主体的合一,心性论的音乐有机整体观,

中和的音乐审美观,即兴、口传心授的音乐教

学行为等[26]。在对文化理解能力的评价方面,

国外大多数学者从音乐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角度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认为儿童接受音乐教

育有助于促进正确社会价值观的形成[27-29]。

Geoghegan和 Mccaffrey的研究发现,对3~5
岁儿童进行游戏式的早期音乐教育有助于儿

童的大脑发育,提高儿童认知社会的能力,促
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30]。

综上,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特征属性虽然

是客观存在的,但无法像用扫描电镜了解物质

结构那样通过图像来明晰其内在逻辑关系,其
评价体系需要在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
音乐学的基础上综合构建。目前,国内学术界

对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上,缺乏对评价方法

的探索。庄钟春晓尽管从审美感知、艺术表

现、文 化 理 解3个 维 度 构 建 了 一 套 评 价 体

系[31],但其指标设计仍然摆脱不了“应试阴影”

的束缚,缺少与人沟通能力、创造力、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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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等核心内容。有鉴于此,本研究围

绕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4
个维度,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关系构建了涵盖学业、专业技能、生活、思
维、创造力、价值观、社会实践等多个维度的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基于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全面系统梳理了审美

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等四大维

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方式与效果,弥补

了国内研究针对该问题文献梳理的不足,为艺

术类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研

究范式;二是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为依托,构建了一套目标分层、多级评

价、覆盖全面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为素质教育的量化评估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
三是结合多名音乐实践教育专家的意见,采用

AHP-熵权法综合赋权的方式进行更为科学的

定量评价,有效弥补了现阶段此类问题文献研

究的不足,为培育和发展中小学生的音乐学科

核心素养提供了衡量标准和量化参考。

三、评价指标设计与赋权计算

(一)构建评价指标

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以教育部编制的《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的艺术

课程要围绕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

化理解4个维度的核心素养培育为主线,结合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课程实施等相

关要求,通过调研、专家访谈、文献综述等方法

确定各层级指标,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有
实际操作意义的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评价体系。其中,准则层相关指标主要来

源于文献综述中相关观点的归纳与吸收,子准

则层指标则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展和细

化。借鉴庄钟春晓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指标

体系框架构建重点突出了几点。一是将音乐

的民族性特征贯穿评价始终。音乐代表了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在实际测评中

应当重点强调音乐的民族性、文化性,让学生

通过音乐学习充分认识和体悟中华各民族音

乐的博大精深,汲取音乐文化精髓。二是突出

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性。本研究设计的子准

则层指标均选取教学过程中基础性、必要性的

内容作为观测点,结合相关文献的引源及测评

内容进行分类归纳。三是体现学生评价与教

师教学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的有机结合。本研究

采用德尔菲法,收集8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从事六至九年级音乐教育的专家对指标权重的

判断和建议,依据客观性、科学性、代表性原则,
构建了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3个

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目标层A) 二级指标(准则层B) 三级指标(子准则层C)

审美感知(A1) 音乐情绪情感(B1)[11,13-14] 学唱音乐作品的情感融入(C1)
听辨音乐作品的情绪表达(C2)

通过哼唱、表演表达生活中的心情(C3)
音乐表现要素(B2)[9,11] 听辨乐器(C4)

听辨曲目、音色(C5)
感知旋律、节奏、力度与速度的能力(C6)

生活中对音乐的热爱(C7)
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C8)

音乐体裁形式(B3)[12] 辨别音乐题材的能力(C9)
对音乐课程曲目与作者的了解程度(C10)

音乐风格流派(B4)[10,14-15] 对民族音乐的了解程度(C11)
感知地方代表性音乐的风格(C12)

辨别西洋音乐的能力(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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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目标层A) 二级指标(准则层B) 三级指标(子准则层C)

艺术表现(A2) 声乐表演(B5)[17] 用正确的姿势与方法演唱(C14)
用自然的声音有感情地独唱或合唱(C15)

学唱音乐作品的动作表演融入(C16)
对音调、语言节奏、声调的把控(C17)

乐于参与校内、校外歌唱表演活动(C18)
器乐表演(B6)[18] 能用乐器演奏简单的乐曲(C19)

乐于参加校内校外乐器演奏活动(C20)
综合性艺术表演(B7)[19] 根据节奏与旋律配合表演(C21)

参与学校、家庭、社区表演活动的热情(C22)
乐谱识读(B8)[17] 对音名、音符、音节等的认识与了解程度(C23)

视唱简单乐谱的能力(C24)
创意实践(A3) 声音与音乐探索(B9) 通过听辨音乐进行节奏、旋律创编(C25)

即兴表演(B10)[22] 根据音乐特点进行动作创编与即兴表演(C26)
动作模仿、角色扮演的能力(C27)

音乐编创(B11) 生活中能编创打油歌曲或歌词(C28)
文化理解(A4) 音乐与社会生活(B12)[25-26] 通过音乐作品认知民族传统文化(C29)

通过音乐作品理解历史文化(C30)
通过音乐活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31)

音乐与姊妹艺术(B13)[27-28] 从生活画面的色彩、线条中感受音乐的旋律与节奏(C32)
从音乐的音响中联想到多姿多彩的画面(C33)

舞蹈表演中的节奏与音乐配合(C34)

  (二)构建AHP-熵权法综合赋权模型

层次分 析 法(AHP)是 由 美 国 运 筹 学 家

Saaty创立的一种系统分析决策方法,旨在通

过主观判断将目标分解为多个层级,其优势在

于能明确各指标层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各

评价指标的权重。但层次分析法具有较强的

主观性,单一采用此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有一

定的局限性,而不受主观因素干扰、通过客观

排序真实反映各评价指标实际情况的熵权法

则可有效弥补这一不足。由此,基于 AHP-熵
权法综合赋权的混合评价模型为相关领域的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

法。本研究将AHP-熵权法综合赋权运用于中

小学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结合《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指标审美感

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设定为目标

层,13个二级指标设定为准则层,34个三级指

标设定为子准则层,通过邀请8位专家根据目

标层的重要性分别对准则层和子准则层构造

出判断矩阵,并分别对其进行 AHP和熵权法

赋权,最后通过计算复合权重得出准则层和子

准则层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综合排序。

1.关于AHP权重的计算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即专家访谈的方式,
邀请8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从事六至九年

级音乐教育的专家对准则层和子准则层指标

权重进行主观判断并赋权。表2为其中一位专

家对准则层指标的判断矩阵。矩阵中最大分

值设置为5,分值越大代表行指标相对列指标

越重要,倒数则代表相对不重要,1表示两者同

等重要。
根据AHP的计算步骤,先将矩阵中每一

行的得分相乘得到Ai=∏
13

j=1
aij ,再对Ai 开13

次方根,得到权重wi=
13
Ai,最后进行归一化

处理,得到wi=wi/∑
13

i=1
wi 。一致性比率CR=

CI/RI,其中CI和RI分别可通过计算一致性

指标CI=(λmax-m)/(m-1)与查表得出。式

中,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
从表3和表4的准则层与子准则层指标权重一

致性检验可以看到,8位专家的判断矩阵均通

过一致性检验。w 代表了8位专家对各指标

判断权重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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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某位中小学音乐教育领域专家对准则层指标的赋分结果

行指标对应列指标的重要程度得分

音乐
情绪
情感

音乐
表现
要素

音乐
体裁
形式

音乐
风格
流派

声乐
表演

器乐
表演

综合
性艺
术表
演

乐谱
识读

声音
与音
乐探
索

即兴
表演

音乐
编创

音乐
与社
会生
活

音乐
与姊
妹艺
术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B10)(B11)(B12)(B13)
音乐情绪情感(B1) 1 1 2 2 1 1 1/2 3 1/2 1 3 1 1
音乐表现要素(B2) 1 1 1 1 1 1 2 3 1 1/2 1 3 1/3
音乐体裁形式(B3) 1/2 1 1 1 1/3 1/2 1 1 2 1/3 1 2 1
音乐风格流派(B4) 1/2 1 1 1 3 1/2 1/2 1 1 1/2 1/2 1 1
声乐表演(B5) 1 1 3 1/3 1 1 1 1/4 2 1 1 3 5
器乐表演(B6) 1 1 2 2 1 1 1 2 2 1/3 1/2 3 2
综合性艺术表演(B7) 2 1/2 1 2 1 1 1 2 1 1 4 1 1
乐谱识读(B8) 1/3 1/3 1 1 4 1/2 1/2 1 1/2 4 1 1 1
声音与音乐探索(B9) 2 1 1/2 1 1/2 1/2 1 2 1 1/3 1 1 1
即兴表演(B10) 1 2 3 2 1 3 1 1/4 3 1 2 1/5 2
音乐编创(B11) 1/3 1 1 2 1 2 1/4 1 1 1/2 1 1 4
音乐与社会生活(B12) 1 1/3 1/2 1 1/3 1/3 1 1 1 5 1 1 1
音乐与姊妹艺术(B13) 1 3 1 1 1/5 1/2 1 1 1 1/2 1/4 1 1

表3 AHP计算的准则层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比率

专家
序号

权重

音乐
情绪
情感

音乐
表现
要素

音乐
体裁
形式

音乐
风格
流派

声乐
表演

器乐
表演

综合性
艺术
表演

乐谱
识读

声音与
音乐
探索

即兴
表演

音乐
编创

音乐与
社会
生活

音乐与
姊妹
艺术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CR

1 0.082 0.0128 0.032 0.0183 0.0294 0.1621 0.4163 0.0312 0.0921 0.1631 0.0109 0.0041 0.0272 0.0108
2 0.18110.1082 0.00070.0238 0.2040 0.4211 0.4972 0.0824 0.0013 0.0251 0.1241 0.0502 0.0026 0.0621
3 0.12130.0400 0.00150.0013 0.1001 0.2135 0.2156 0.0029 0.0022 0.2911 0.0089 0.0012 0.0005 0.0249
4 0.17310.0123 0.01620.0005 0.0921 0.2041 0.1109 0.0107 0.0006 0.1872 0.0110 0.0008 0.0020 0.0101
5 0.10020.0092 0.01930.0077 0.0824 0.1010 0.3852 0.1292 0.0824 0.2001 0.0722 0.0110 0.0104 0.0572
6 0.17420.0338 0.02910.1003 0.2931 0.3527 0.1672 0.0062 0.0102 0.0210 0.0040 0.0013 0.0602 0.0492
7 0.07290.0771 0.01030.0082 0.0908 0.4211 0.5211 0.0106 0.0410 0.4014 0.0619 0.0291 0.0183 0.0221
8 0.11090.0631 0.01140.0209 0.2001 0.3113 0.1117 0.0204 0.0416 0.3098 0.0887 0.0221 0.0012 0.0065
w 0.12700.0446 0.01510.0226 0.1365 0.2734 0.3032 0.0367 0.0339 0.1999 0.0477 0.0150 0.0153

表4 AHP计算的子准则层部分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比率

专家
序号

权重

学唱音乐
作品的情
感融入

听辨音乐
作品的情
绪表达

通过哼唱、
表演表达生
活中的心情

用正确的
姿势与方
法演唱

用自然的声
音有感情地
独唱或合唱

通过听辨音
乐进行节奏、
旋律创编

根据音乐特点
进行动作创编
与即兴表演

通过音乐作
品认知民族
传统文化

通过音乐
作品理解
历史文化

(C1) (C2) (C3) (C14) (C15) (C25) (C26) (C29) (C30)

CR

1 0.1382 0.1193 0.2731 0.3621 0.2110 0.0028 0.0019 0.0281 0.0085 0.0944
2 0.2498 0.2041 0.1932 0.1381 0.0831 0.0942 0.0225 0.1831 0.0911 0.0514
3 0.0882 0.1849 0.2138 0.1556 0.1384 0.0036 0.0482 0.1098 0.0101 0.0184
4 0.1772 0.1084 0.3417 0.2941 0.1863 0.1082 0.0928 0.0842 0.0030 0.0081
5 0.2211 0.0384 0.1042 0.3274 0.0284 0.0824 0.0284 0.0634 0.0068 0.0104
6 0.1084 0.0229 0.2091 0.2900 0.1940 0.0102 0.0204 0.0002 0.0018 0.0003
7 0.0882 0.1110 0.4249 0.0824 0.2094 0.0018 0.0104 0.0284 0.0283 0.0727
8 0.2291 0.2913 0.3132 0.3824 0.4210 0.1548 0.2281 0.1082 0.0028 0.0152
w 0.1625 0.1350 0.2592 0.2540 0.1840 0.0573 0.0566 0.0757 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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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熵权法权重的计算

根据熵权法的计算步骤,对8位专家的判

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矩阵中的元素计算

如下:aij'=
aij -mina
maxa-mina

。对归一化后的标

准矩阵中的元素进行熵值计算,采用如下公式

表示:熵值ej =
1
lnn∑

n

i=1
aij'lnaij'。最后进行权

重计算,利用如下公式:wj= (1-ej)/∑
n

j=1

(1-ej)。

应用上述计算方式分别对8位专家准则层与子

准则层指标判断矩阵再次计算权重。熵权法

计算的子准则层部分指标权重见表5所示。

表5 熵权法计算的子准则层部分指标权重

专家
序号

权重

学唱音乐
作品的情
感融入

听辨音乐
作品的情
绪表达

通过哼唱、
表演表达生
活中的心情

用正确的
姿势与方
法演唱

用自然的声
音有感情地
独唱或合唱

通过听辨音
乐进行节奏、
旋律创编

根据音乐特点
进行动作创编
与即兴表演

通过音乐作
品认知民族
传统文化

通过音乐
作品理解
历史文化

(C1) (C2) (C3) (C14) (C15) (C25) (C26) (C29) (C30)
1 0.1021 0.0283 0.0291 0.0072 0.0309 0.0832 0.3726 0.1102 0.1001
2 0.1982 0.1397 0.1082 0.0021 0.1720 0.3242 0.1192 0.2214 0.0527
3 0.1623 0.1020 0.0234 0.0542 0.1391 0.2062 0.0824 0.1393 0.1083
4 0.2084 0.0842 0.1184 0.0523 0.1937 0.0024 0.1082 0.1455 0.0263
5 0.0274 0.0129 0.3031 0.0352 0.1523 0.1062 0.3722 0.0724 0.0214
6 0.2219 0.2193 0.4261 0.2831 0.2013 0.2838 0.1083 0.3721 0.2452
7 0.1372 0.1072 0.2538 0.1293 0.0082 0.2288 0.0173 0.1345 0.4245
8 0.2081 0.0082 0.2231 0.1103 0.0823 0.3072 0.0023 0.0027 0.4322
w 0.1582 0.0877 0.1857 0.1224 0.1927 0.1478 0.1497 0.1763 0.0191

  3.关于复合权重和综合权重的计算

有了AHP权重和熵权法权重的计算结

果,可以进一步构建复合权重,计算公式为A=
(wiwj)/∑(wiwj),其中wi、wj 分别为通过

AHP和熵权法计算的权重。在完成复合权重

的计算后,可以根据准则层B和子准则层C对

应的复合权重,进一步计算综合权重。综合权

重的计算公式为Γ=ΛB×ΛC,其中ΛB、ΛC 分

别为准则层指标B和准则层指标C的复合权

重。表6为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

价体系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复合权重计算

结果和综合权重计算结果以及排序。

表6 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指标复合权重、综合权重及排序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复合权重

二级指
标排序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复合权重

三级指
标排序

综合
权重

综合
排序

音乐情绪情感(B1) 0.0271 7 学唱音乐作品的情感融入(C1) 0.2380 1 0.0064 16
听辨音乐作品的情绪表达(C2) 0.0382 3 0.0010 30

通过哼唱、表演表达生活中的心情(C3) 0.2103 2 0.0057 17
音乐表现要素(B2) 0.0101 12 听辨乐器(C4) 0.1710 2 0.0017 25

听辨曲目、音色(C5) 0.1082 3 0.0011 29
感知旋律、节奏、力度与速度的能力(C6) 0.2810 1 0.0028 21

生活中对音乐的热爱(C7) 0.1273 4 0.0013 28
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C8) 0.0513 5 0.0005 31

音乐体裁形式(B3) 0.0095 13 辨别音乐题材的能力(C9) 0.1596 2 0.0015 27
对音乐课程里曲目与作者的了解程度(C10) 0.1673 1 0.0016 26

音乐风格流派(B4) 0.0128 9 对民族音乐的了解程度(C11) 0.2873 1 0.0037 18
感知地方代表性音乐的风格(C12) 0.1821 2 0.0023 22

辨别西洋音乐的能力(C13) 0.0193 3 0.0002 34
声乐表演(B5) 0.1348 5 用正确的姿势与方法演唱(C14) 0.3091 1 0.0417 8

用自然的声音有感情地独唱或合唱(C15) 0.1029 5 0.0139 14
学唱音乐作品的动作表演融入(C16) 0.2241 4 0.0302 11
对音调、语言节奏、声调的把控(C17) 0.3021 2 0.0407 9

乐于参与校内校外歌唱表演活动(C18) 0.2938 3 0.039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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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复合权重

二级指
标排序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复合权重

三级指
标排序

综合
权重

综合
排序

器乐表演(B6) 0.1620 4 能用乐器演奏简单的乐曲(C19) 0.1189 2 0.0193 12
乐于参与校内、校外演奏表演活动(C20) 0.3721 1 0.0603 5

综合性艺术表演(B7) 0.2527 1 根据节奏与旋律配合表演(C21) 0.3271 2 0.0827 2

参与学校、家庭、社区表演活动的热情(C22) 0.4513 1 0.1140 1
乐谱识读(B8) 0.0183 8 对音名、音符、音节等的认识与了解程度(C23) 0.0228 2 0.0004 32

视唱简单乐谱的能力(C24) 0.1862 1 0.0034 19
声音与音乐探索(B9) 0.2152 2 通过听辨音乐进行节奏、旋律创编(C25) 0.3013 1 0.0648 4

即兴表演(B10) 0.1773 3 根据音乐特点进行动作创编与即兴表演(C26) 0.2921 2 0.0518 6
动作模仿、角色扮演的能力(C27) 0.4238 1 0.0751 3

音乐编创(B11) 0.0109 10 生活中能编创打油歌曲或歌词(C28) 0.1739 1 0.0019 23

音乐与社会生活(B12)0.1213 6 通过音乐作品认知民族传统文化(C29) 0.1029 3 0.0125 15

通过音乐作品理解历史文化(C30) 0.1283 2 0.0156 13
通过音乐活动树立社会核心价值观(C31) 0.3842 1 0.0466 7

音乐与姊妹艺术(B13)0.0102 11 从生活画面的色彩、线条中感受音乐的旋律与节奏(C32) 0.1842 2 0.0018 24

从音乐的音响中联想到的多姿多彩画面(C33) 0.3108 1 0.0032 20
舞蹈表演中的节奏与音乐配合(C34) 0.0248 3 0.0003 33

四、研究结论

本研 究 围 绕《义 务 教 育 艺 术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提出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

实践、文化理解4个维度的核心素养构建了一

整套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体

系,并为科学地定量评价中小学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各指标权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特别是通过德尔菲法分别对准则层与子准则

层指标权重进行主观判断赋权,并采用 AHP-
熵权法定量计算相关指标权重,最后分别对准

则层和子准则层指标复合权重与综合权重进

行排序,得到以下结论:

(一)艺术表现: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

心素养评价核心指标

从表6可以看出,综合性艺术表演、器乐表

演、声乐表演、乐谱识读在二级指标中的复合

权重分别排在第1、第4、第5和第8位。其中,

综合性艺术表演的子准则层指标———参与学

校、家庭、社区表演活动的热情和根据节奏与

旋律配合表演的综合权重分别位于第1和第2
位,表明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评价

应更加注重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以及在演

奏过程中对节奏和旋律的把控能力。对音乐

的兴趣爱好体现于学生能否以一种积极乐观

的态度将音乐融入学习、融入生活,而节奏和

旋律在演奏中的把控不仅能够提升音乐作品

的艺术表现力,还能够更好地传达音乐作品的

情感与意境。此外,艺术表现能力的培育是一

个全面而细致的过程,不仅要求学生会奏、能

奏,会唱、能唱,能识读乐谱,积极参与校内外

的演奏、演唱表演,还要求其掌握必要的技巧

和方法,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艺术领域找到自己

的位置。

(二)创意实践: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

心素养评价关键指标

创意实践的二级指标———声音与音乐探

索、即兴表演———的复合权重分别排在第2、第

3位,其子准则层指标———通过听辨音乐进行

节奏、旋律创编和动作模仿、角色扮演的能力

及根 据 音 乐 特 点 进 行 动 作 创 编 与 即 兴 表

演———的综合权重分别排在第4、第3和第6
位,表明对六至九年级的学生而言,音乐的表

现力和个性化的创意表达,特别是随着音乐即

兴表演,表情、动作能与音乐情绪、情感、音乐

特点融为一体,动作变化具有一定创意是不可

或缺的素养。《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关于八至九年级学生的音乐学业质量

要求,也提出要学会运用合适的创作技法进行

音乐创编与表演,做到动作协调、灵活,表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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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强调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三)审美感知: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

心素养评价基础性指标

审美感知能力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发现美、

感知美,丰富审美体验,提升审美能力。审美

感知的二级指标———音乐情绪情感、音乐表现

要素、音乐体裁形式、音乐风格流派———的复

合权重分别排在第7、第12、第13和第9位。

其中,音乐情绪情感的两项子准则层指标———

学唱音乐作品的情感融入和通过哼唱、表演表

达生活中的心情———的综合权重排名分别为

第16和第17,表明对六至九年级学段学生的

审美感知能力培养应注重发现和挖掘个体的

独特审美潜质,提供个性化的引导和支持,促
进学生通过哼唱、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积极参

与审美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对美的感知和理解

能力。此 外,音 乐 风 格 流 派 的 子 准 则 层 指

标———对民族音乐的了解程度———的综合权

重排在第18位,进一步表明,在听赏过程中要

积极融入民族音乐元素,通过讲解古曲的历史

背景、地域特征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丰富其

审美体验。
(四)文化理解:义务教育阶段音乐核心素

养评价必备指标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

及其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

体现,特别是音乐教育中的文化渗透力对中小

学生的文化观念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理解的二级指标———音乐与社会生活、音
乐与姊妹艺术———的复合权重分别排在第6和

第11位。其中,音乐与社会生活的3项子准则

层指标———通过音乐作品认知民族传统文化、

通过音乐作品理解历史文化和通过音乐活动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综合权重分

别排在第7、第13和第15位,表明应重视学生

的文化修养,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审美观,增强学生辨别美好事物的能力,全
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五、教学建议

基于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

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且专业的工程,不仅需要

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与教学经验建构一套科

学的指标体系,还需要各学段专业教师的高度

配合且认真负责地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赋分,最

后通过统计学方法量化各项指标。这种多维

度的量化评价方法不仅能够全面、科学地评估

学生的综合能力,量化学生的知识、能力、态度

和价值观,还可以为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反

馈,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基于上述

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教学建议:

(一)探索情境化教学,提升学生对音乐学

科的兴趣

从综合排序可以看出,参与学校、家庭、社

区表演活动的热情、动作模仿与角色扮演等指

标占据最高权重,这启示我们,应重视培养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是

学生探索和认知音乐的重要基础。在音乐教

学过程中,应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给予学生积

极的反馈和鼓励,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体验

音乐学习带来的快乐。教师可选择学生熟悉

或具有吸引力的音乐题材创设与生活紧密关

联且适宜的学习环境,用情境化的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用心聆听音乐、感受音乐,引导学生将

生活经验融入音乐学习,进而在生活与音乐的

“对话”中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此外,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还应注重情境表演

的设计和情境主题的选择,通过角色扮演、历

史人物形象塑造等方式让学生能真正感受到

音乐实践活动所带来的乐趣,不断丰富学生的

精神食粮。

(二)注重情绪情感体验,激发爱国情感

音乐不仅是内心情感的表达,也是情绪释

放的重要途径。情绪情感的体验实践,不仅有

助于学生理解音乐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

与独特美感,弘扬真善美,丰富学生的想象空

间,更有助于提升学生对美丑优劣的辨别认知

能力,提高学生欣赏美、塑造美的能力。《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目标

中,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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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养,以此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国家认同感。情感是

音乐教学的灵魂。在音乐教学中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情感价值观,使其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形成良好的道

德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挥自主性与创造性,提高音乐表达

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使其主动参与

音乐表演活动,需要在教学模式上进行改革、

在教学方法上予以创新。教师应将音乐视为

一种特殊的语言,引导学生练习各种演奏、歌
唱、指挥等音乐技巧,通过增强乐理知识、练习

技巧、培养敏锐的听觉,探索个性化表达风格,

启发学生在音乐表演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感

性认识,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改编歌曲并

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此外,还应组织学

生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如音乐创作比赛、音乐

剧表演等,拓宽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提升其

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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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alevaluationisessentialfor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andshiftingfrom
knowledgeevaluationtocorecompetencyevaluationisacrucialstepintoday’seducationalevaluation
reform.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2022versionofthecurriculumstandards,howtocomprehen-
sivelyand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corecompetenciesofmusicsubjectincompulsoryeducationhas
alwaysbeenahotanddifficulttopicinthepracticeofqualityeducationevaluation.Thestudydeter-
minedtheindicatorframeworkforevaluatingthecorecompetenciesofmusicsubjectthroughlitera-
tureanalysis,expertinterviews,andothermethods.TheDelphimethodwasusedtoquantifythefour
dimensionsofcorecompetenciesinmusicsubjectincompulsoryeducation:aestheticperception,artis-
ticexpression,creativepractice,andculturalunderstanding,whichareinthe12criterialayersand34
subcriterialayers.Thisnotonlyclarifiesthespecificdirectionforimprovingthecorecompetenciesof
musicsubjectincompulsoryeducationstudents,butalsoprovidespathguidanceformusicteachersto
implementcorecompetencycultivation,andprovidesusefulvaluereferencesforbetterpromotingmu-
siccurriculu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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