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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素质教育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培养适应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具有创新精神和文化素养的高

素质人才是时代所需,
 

而音乐教育在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以小学5年级学

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对CTCL范式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提升他们的音乐核心素养进

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CTCL范式教学运用多种教育技术手段调节学习者和学习内容的关系,
 

并对教学内容进

行了个性化的设计,
 

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能够有效提升学习者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

实践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
 

审美格调、
 

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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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a
 

comprehensive
 

stage
 

of
 

promo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cultural
 

literacy
 

to
 

meet
 

the
 

need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usic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elementary
 

school
 

plays
 

a
 

unique
 

and
 

important
 

role
 

in
 

culti-
vating

 

peoples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5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was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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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study
 

on
 

the
 

CTCL
 

paradigm
 

of
 

learning
 

interest
 

in
 

enhanc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musi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TCL
 

paradigm
 

teaching
 

used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techniques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and
 

learning
 

content,
 

and
 

designed
 

the
 

teaching
 

content
 

in
 

a
 

per-
sonalized

 

way,
 

stimulate
 

learner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learners
 

interest
 

in
 

learning,
 

artistic
 

expression
 

ability,
 

creative
 

practice
 

ability,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bility,
 

and
 

i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personal
 

cultivation,
 

aesthetic
 

ability,
 

social
 

care
 

and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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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目前,
 

我国素质教育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培养适应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具有创新精神的高

素质人才,
 

离不开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的提升,
 

音乐教育在审美与人文素养的全面培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
1.1 音乐核心素养

2014年,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教育部

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突出强调个人修养、
 

社会关爱、
 

家国情怀,
 

更加注重自主发展、
 

合作参与、
 

创新实践”.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学生核心素养明确定义为“学生应具备的,

 

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其中音乐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审美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

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等.
 

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义务教育阶段注重激发学生艺术兴趣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健康

向上的审美趣味、
 

审美格调”.
 

2022年3月正式出台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着重强调以核心

素养为价值导向,
 

落实核心素养在课程目标中的转化,
 

以美育人,
 

在传承基础上守正创新.
 

艺术教育不是

单纯的技能教育,
 

而是审美教育,
 

是“立德树人”的教育.
 

坚持以美育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通过艺术教育

来培养人们美好和谐的情感,
 

从而实现完美人格的建构[1].
 

“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
 

创意实践、
 

文化理解”等
艺术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艺术新课标之魂,

 

是中国学生艺术素养的整体画像[2],
 

因此,
 

从小学开始,
 

有

效开展音乐教学活动,
 

采取适宜的教学策略,
 

对于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尤为重要和关键.
1.2 CTCL教育技术新范式

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始终致力于“技术促进学习”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
 

由董玉琦教授领衔的研究

团队提出了CTCL教育技术新范式(以下简称为CTCL范式),
 

主张在文化(Culture)的视野下,
 

实现技术

(Technology)、
 

内容(Content)和学习者(Learner)的统合,
 

通过技术的支持来改善学习方式以提升学习者

的学业水平,
 

乃至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
 

协作能力、
 

创造力等综合素养[3-5].
 

CTCL范式不仅关注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
 

认知风格,
 

还着重考察学习者在学习具体内容时的心理即学科学习心理,
 

使技术、
 

学习内容和

学习者在文化视野下形成更具系统性的统合体,
 

最终促进学习者的发展[6].
 

此外,
 

CTCL范式还特别关注

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向问题解决的优化功能方向发展,
 

使教师能够实时诊断学习者的状态,
 

并根据学习者的

学习状况开展适当的教学[3].
 

本研究正是基于CTCL范式的基本理念,
 

运用教育技术调节学习者和学习内

容的关系,
 

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系统探究学习兴趣在提升学生音乐核心素养中的作用.
1.3 学习兴趣及其提升因素

兴趣不仅是各科学习赋能的强大动机,
 

也是学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它不但影响学生知识学习

的深度和广度,
 

也能使学生的认知过程更加积极化和高效率,
 

是学生快乐学习和减轻负担的源泉[7-8]
 

.
 

学生

是教育的主体,
 

积极的认知倾向与情绪状态是学生对学习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

习活动的重要动力,
 

当学有兴趣时,
 

学生的注意力、
 

想象力、
 

思维力、
 

创造力等都会处于积极的发展状态之

中[9].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具有强大而神奇的作用,
 

多年来的相关研究为兴趣在教育和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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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坚实的支撑[10].
 

20世纪90年代,
 

Hidi[11]根据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将兴趣分为情境兴趣和个体兴

趣两大类.
 

情境兴趣依赖特定的情境,
 

是个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倾向,
 

发生在人与学习活动产生交互

作用的环境中;
 

个体兴趣是稳定的,
 

是针对特定主题的兴趣,
 

是长期形成并与个体价值观念、
 

知识和积极

情感相连的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倾向.
 

Hidi等[12]还基于情境兴趣与个体兴趣进一步提出了兴趣发展的4
个阶段:

 

触发的情境兴趣、
 

维持的情境兴趣、
 

初现的个体兴趣和发展良好的个体兴趣.
 

兴趣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都以情感为特征并包含了认知加工过程.
 

在兴趣发展的早期阶段,
 

情感是主要的一个指标,
 

随着兴趣

的深入和发展,
 

认知得以提升.
 

胡金木等[9]从情境兴趣和个体兴趣出发分别探讨了兴趣的影响因素,
 

提出

学习兴趣可以是由学习活动或学习任务特征的吸引力引发的即时的、
 

积极的情绪状态,
 

也可以是根植于学

生对某一学习活动的内在需要与动机而产生的稳定的个性倾向.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和内在力量,
 

是学习的催化剂,
 

兴趣不仅能改善学习过程,
 

也能提高学习质量,
 

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价

值与意义.
音乐本身就是一门内容丰富、

 

趣味十足的基础性学科,
 

对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
 

审美格调、
 

社会关爱

和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从小加以培养.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指出,
 

音乐教学要以学

生为学习主体,
 

课堂内容要注重学生的感知体验.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营造开放性的学习情境,
 

激发

想象、
 

调动情绪,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艺术资源[13].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根据新课程要求创新教

学内容,
 

创设教学情境,
 

发挥情境教学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积极作用,
 

使他们在学习中不断获得新颖、
 

生动、
 

有趣的感受,
 

体验学习的成就感,
 

激活其学习的强大动力,
 

进而深入、
 

牢固地掌握知识.
 

本文将情境

教学触发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作为提升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能力的因素,
 

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审美心理

特点,
 

借助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教育技术,
 

运用创设音乐情境等教学方法,
 

个性化设计教学内容,
 

充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引导学生系统学习音乐理论知识、
 

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其音乐的审美感知

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以及文化理解能力.

2 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2.1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包括文献法、
 

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
 

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
 

以CTCL范式为指导,
 

以情境教学激发学习兴趣为提升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变量因素,
 

对学习内容、
 

学

生水平等变量进行控制,
 

通过前测、
 

后测探索增强学习兴趣对于促进学生音乐核心素养4个维度(审美

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的有效性.
 

结合调查问卷,
 

包括诊断性测试问

卷和终结性测试问卷,
 

诊断性测试问卷主要用于测量前期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水平,
 

以便对实验班学生

的学习内容进行个性化的教学设计;
 

终结性测试问卷主要用于评估实验班进行教学干预后,
 

学生音乐核

心素养水平的变化情况.
 

为了实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均采用了过程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两种方式.
2.2 研究设计

2.2.1 研究过程

首先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进行前测评估,
 

以了解两班学生音乐核心素养是否处于同一水平,
 

并获取

实验班学生的相关情况;
 

其次针对实验班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学设计并进行教学干预,
 

对照班学生采用常

规的音乐教学手段,
 

教学完成后对两班学生进行后测;
 

最后,
 

对两组数据进行整理和对比分析,
 

得出相关

结论(图1).
2.2.2 个性化音乐教学内容的设置

个性化音乐教学内容的设置是依据实验班学生所掌握的音乐基础知识而设计的.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

中,
 

教师借助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教育技术,
 

运用创设音乐情境等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热烈的情绪,
 

把情感

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14-15]
 

,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逐步完成各项教学任务.
 

相比传统的教学方式,
 

它提供给学生的课堂内容除了认知体验还有一种情感性体验[16]
 

.
 

音乐是一门聆听艺术,
 

也是一门情感艺

73第6期      颜芬,
 

等:
 

CTCL范式下学习兴趣提升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



术,
 

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和体验主要是依赖情感连接,
 

因此个性化音乐教学内容设计能将情境教学始终贯穿

于课堂教学活动中,
 

全面观照触发的情境兴趣、
 

维持的情境兴趣、
 

初现的个体兴趣和发展良好的个体兴趣.

图1 研究流程图

根据Hidi等[12]提出的兴趣发展4阶段模型,
 

结合音乐学科特点设计本研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4个

阶段.
 

阶段1:
 

触发的情境兴趣,
 

在学习初期,
 

兴趣需要被“激活”,
 

可以从内容兴趣入手,
 

使学生在学习和

积极感受之间建立联系[17],
 

巧用创设问题或猜谜等趣味情境导入法,
 

如结合学习内容的特征引发令人惊讶

的内容、
 

问题等,
 

与个人相关的或喜欢的环境氛围等,
 

营造有利于学生交互行为的开放、
 

活跃、
 

不受限制的

学习环境及学习氛围[18-19]
 

.
 

阶段2:
 

维持的情境兴趣,
 

此阶段可创设音画情境、
 

游戏情境,
 

小组合作、
 

师生

互动,
 

教师可借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VR技术、
 

微视频等),
 

促使学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注意力、
 

坚持不

懈地专注于学习活动中;
 

伴随学生情绪情感的深化,
 

引导学生掌握音乐基础知识,
 

保持兴趣的持续性.
 

阶

段3:
 

初现的个体兴趣,
 

此阶段可创设表演情境,
 

加深学生对音乐知识的理解和作品情感的体验,
 

满足学生

用相对持久的方式寻求对特定学习内容的反复参与,
 

通过角色扮演、
 

小组创编等方式,
 

重新参与到课程内

容的学习中,
 

并在过程中解决自己所好奇的问题,
 

激发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借助小组内成员及同学

们的鼓励,
 

获得更多的参与感和学习成就感.
 

阶段4:
 

发展良好的个体兴趣,
 

通过前3阶段,
 

学生储备了丰

富的知识,
 

并对所学知识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在这一阶段中,
 

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创设情境,
 

举办

音乐活动,
 

如趣味创作、
 

节奏游戏、
 

即兴歌舞表演等,
 

或编配声势律动、
 

体态律动等引导学生发散思维,
 

通

过给学生提供互动、
 

展示等方式来推动、
 

深化兴趣的发展(图2).

图2 学生个性化音乐教学过程

2.3 问卷编制与数据来源

2.3.1 问卷编制

以重庆市X小学5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
 

调查和分析在CTCL范式下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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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兴趣对他们音乐核心素养的影响,
 

确定了调查问卷维度,
 

其中一级维度为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
 

此

外,
 

问卷内容在征求教研员、
 

小学特级音乐教师等建议的基础上,
 

参考刘江峡[20]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同

量表对小学生音乐核心素养量表进行编订;
 

审美感知能力维度、
 

艺术表现能力维度、
 

创意实践能力维度、
 

文化理解能力维度分别由20个题项构成.
 

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计分,
 

非常符合5分,
 

符合4分,
 

一般符合

3分,
 

不太符合2分,
 

非常不符合1分.
2.3.2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重庆市X小学5年级6班和8班两个平行班的学生,
 

共87名.
 

6班为对照班,
 

共44人,
 

采

用常规的音乐教学方式;
 

8班为实验班,
 

共43人,
 

采用基于CTCL范式下的音乐教学方式.
 

独立样本t检

验表明,
 

两班学生音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运用SPSS
 

27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运用相同的研究技术重复衡量同一对象时,
 

得到可靠或稳定的研究结果,
 

即量表或测验的可

靠性或稳定性.
 

本研究采用Cronbacha系数方法,
 

测得该研究中学生在音乐审美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以及文化理解能力4个维度的Cronbacha系数均介于0.64~0.80之间,
 

有很好的信效度.
3.2 学生音乐学科深度学习的描述性分析

3.2.1 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前、
 

后测配对样本t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在音乐核心素养维度上是否会因为结合CTCL范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
 

研究对两班学生的音乐审美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以及文化理解能力分数进行了

配对样本t检验,
 

从音乐过程性评价和音乐终结性评价的角度对两班前、
 

后测数据进行了比较(表1和表2).
表1 过程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前、

 

后测的配对样本t检验

音乐核心素养 组别 测试 平均分 个案数 Sig(双尾)

审美感知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6.77 43 <0.001

后测 92.58

对照班 前测 86.65 44 0.438

后测 87.11

艺术表现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6.23 43 <0.001

后测 92.07

对照班 前测 86.16 44 0.263

后测 86.34

创意实践能力 实验班 前测 78.93 43 <0.001

后测 83.49

对照班 前测 78.68 44 0.297

后测 78.89

文化理解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1.42 43 <0.001

后测 84.09

对照班 前测 81.02 44 0.415

后测 81.95

93第6期      颜芬,
 

等:
 

CTCL范式下学习兴趣提升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



表2 终结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前、
 

后测的配对样本t检验

音乐核心素养 组别 测试 平均分 个案数 Sig(双尾)

审美感知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7.63 43 <0.001

后测 93.02

对照班 前测 87.30 44 0.591

后测 87.52

艺术表现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7.12 43 <0.001

后测 92.81

对照班 前测 87.05 44 0.198

后测 87.23

创意实践能力 实验班 前测 79.07 43 <0.001

后测 93.91

对照班 前测 78.70 44 0.148

后测 78.98

文化理解能力 实验班 前测 81.65 43 <0.001

后测 84.63

对照班 前测 81.59 44 0.302

后测 81.86

  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中,
 

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后测审美感知能力测试得分(92.58,
 

87.11)和

(93.02,
 

87.52)均高于前测审美感知能力测试得分(86.77,
 

86.65)和(87.63,
 

87.3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后测艺术表现能力测试得分(92.07,
 

86.34)和(92.81,
 

87.23)均高于前测

艺术表现能力测试得分(86.23,
 

86.16)和(87.12,
 

87.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班与对照班

的后测创意实践能力测试得分(83.49,
 

78.89)和(93.91,
 

78.98)均高于前测创意实践能力测试得分

(78.93,
 

78.68)和(79.07,
 

78.7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后测文化理解能力测

试得分(84.09,
 

81.95)和(84.63,
 

81.86)均高于前测文化理解能力测试得分(81.42,
 

81.02)和(81.65,
 

81.5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该数据表明,
 

在CTCL范式下,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能够有效提升他

们的音乐核心素养,
 

效果明显优于常规的音乐教学方式.

3.2.2 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前、
 

后测独立样本t检验

为寻求更准确的变化幅度本研究对小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前、
 

后测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分析在不

同能力维度上的差异.
 

由表3和表4可知两个班前测平均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两个班各

项能力在实验前基本一致,
 

但在教学之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发现实

验班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后测得分(92.58,
 

93.02)均高于对照班(87.11,
 

87.5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实验班的艺术表现能力后测得分(92.07,
 

92.81)均高于对照班(86.34,
 

87.2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班的创意实践能力后测得分(83.49,
 

93.91)均高于对照班(78.89,
 

78.98),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实验班的文化理解能力后测得分(84.09,
 

84.63)均高于对照班(81.95,
 

81.86),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该数据表明,
 

在CTCL范式下,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能让他们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
 

艺术表现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以及文化理解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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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过程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前、
 

后测的独立样本t检验

音乐核心素养 组别 个案数 前测平均分 后测平均分 前测Sig(双尾) 后测Sig(双尾)

审美感知能力 实验班 43 86.77 92.58 0.928 <0.001

对照班 44 86.65 87.11

艺术表现能力 实验班 43 86.23 92.07 0.938 <0.001

对照班 44 86.16 86.34

创意实践能力 实验班 43 78.93 83.49 0.832 <0.001

对照班 44 78.68 78.89

文化理解能力 实验班 43 81.42 84.09 0.746 <0.001

对照班 44 81.02 81.95

表4 终结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前、
 

后测的独立样本t检验

音乐核心素养 组别 个案数 前测平均分 后测平均分 前测Sig(双尾) 后测Sig(双尾)

审美感知能力 实验班 43 87.63 93.02 0.801 <0.001

对照班 44 87.30 87.52

艺术表现能力 实验班 43 87.12 92.81 0.934 <0.001

对照班 44 87.05 87.23

创意实践能力 实验班 43 79.07 93.91 0.771 <0.001

对照班 44 78.70 78.98

文化理解能力 实验班 43 81.65 84.63 0.943 <0.001

对照班 44 81.59 81.86

3.2.3 统计学分析

图3和图4显示,
 

无论是在常规的音乐教学方式下,
 

还是在CTCL范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下,
 

学生的

音乐核心素养的4个维度中,
 

其审美感知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均高于创意实践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
 

创意

实践能力最为薄弱.

图3 过程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音乐核心素养测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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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终结性评价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音乐核心素养测验结果

4 建议与措施

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CTCL范式下,
 

运用教育技术调节学习者和学习内容的关系,
 

以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
 

在此基础上使用适宜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内容设计并加以实施,
 

能有效改善学生的学习效

果,
 

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
 

在实际教学中,
 

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关注:
4.1 关注学习者,

 

创设情境,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
 

立德树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需要从小抓起.
 

音乐课程作为美学教育的核心课

程之一,
 

能够提高学生对美的感知能力和鉴赏能力,
 

同时在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
 

审美格调、
 

社会关爱、
 

家

国情怀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方面也有积极的意义.
 

本研究在CTCL范式下,
 

结合音乐学科的特点,
 

创

新教学内容,
 

创设教学情境,
 

如音乐游戏和音乐表演应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
 

创设情境需选用学生日常生

活相关的素材,
 

引导学生将已有的生活经验迁移到音乐的相关学习内容上;
 

或选用新颖、
 

生动、
 

有趣的,
 

能

激活学生兴趣的素材,
 

从内容入手,
 

使学生在学习和积极感受之间建立联系,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其积极寻求、
 

主动探究的精神.
4.2 关注内容,

 

感知体验,
 

充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CTCL范式不仅聚焦于学习者,
 

同样也重视具体的学习内容.
 

当下学科间的融合发展愈加明显,
 

关

注学科间内容的交融性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同样重要.
 

学习是一个复杂的、
 

个性化的过程,
 

不同的学生在

不同的学习内容情境下其表现也不尽相同,
 

需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
 

本研究中,
 

笔者根据具体学习内容

创设相应的学习情境让学生体验音乐的情绪与情感,
 

了解音乐的表现要素、
 

表现形式,
 

感知、
 

理解音乐

的体裁与风格等,
 

不断丰富学生对音乐的审美体验,
 

深化音乐的情感体验[13],
 

让学生在美的感受中获取

知识,
 

提升素养.
4.3 关注实现技术,

 

数字赋能,
 

充分利用教育教学资源

教育技术的多元化为当前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音乐教学带来了全新的视听

体验和更为丰富的信息获取通道.
 

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在音乐教育领域中,
 

是提升协作知识建构的有效途

径.
 

音乐教学离不开听觉体验、
 

视觉体验、
 

知觉体验和联觉体验.
 

根据不同教学对象(特别是小学生)、
 

不同

教学内容,
 

采用多媒体技术与情景教学相结合,
 

能辅助音乐教师更好地开展个性化的教学活动,
 

进行个性

化的教学设计.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合理的情境教学和适当的数字技术融合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

养,
 

但其审美感知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高于创意实践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
 

而创意实践能力最为薄弱,
 

因

此,
 

还应充分挖掘数字技术,
 

将多种教学资源加以整合,
 

设计符合学情的个性化教学内容,
 

真正全面提升

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
4.4 关注文化视野,

 

以美育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CTCL范式倡导在文化视野下探寻学习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联,
 

并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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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把握各要素的动态平衡,
 

使系统中各要素达到自然和谐的状态,
 

即秉持“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和

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5].
 

音乐教育也正是坚持以美育人的思想,
 

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美好和谐的情感,
 

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
 

审美格调.
 

在这种同向同行的契合下,
 

音乐教育应引导学生通过“联系”,
 

将音乐与社会生活、
 

姊妹艺术及其他学科融合起来.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开阔文化视野,
 

提升文

化理解.
 

推进文化自立自强应从小开始,
 

在欣赏、
 

表现和创作等实践中可结合相关文化,
 

实现音乐教育由

表及里、
 

逐步深化,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新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
 

而

音乐教育在人才的全面素质培养中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21],
 

因此,
 

CTCL范式下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对提升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也为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
 

审美格调、
 

社会关爱和

家国情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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