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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4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

《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的通知》。通知

指出：在高等中学开设艺术欣赏课，是国家教委加强艺术教育

所采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确保该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各

地也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认真落实，妥实解决师资和设备

器材等问题，确保该项工作顺利进行[1]。2003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指导了十

余年的普高音乐课程改革的实践，基本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

的音乐教育体系，在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提升的情况下也推

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此基础上于 2013 年，教育部开

始修订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在这一次修订过程中，总结了中国

高中课程改革在 21世纪以来的经验，把普通高中课程计划和

课程标准改为既符合中国国情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2017 年 12月，《普通高

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由教育部正式颁布[2]。

2 三维目标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定位

《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提出了课程总目标从三个

维度实现的，分别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

技能。它有别于传统音乐教学中知识的单向方式，转为多元、

综合与均衡定位的课程目标[3]。三维目标是 2003年高中音乐

课程标准提出的“核心素养”的具体体现。

维度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定位是情感审美，教育方

式是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教育效应是体现在熏陶、感染、净

化、震惊、顿悟等情感层面上。

维度二：过程与方法定位在体验、比较、探究与合作。重视

过程，强调方法，其实质是尊重学生的学习经历。

维度三：知识与技能的定位是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要体

现出的各个音乐技能的组合。

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定位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

解。通过音乐听觉体验、感受和亲身参与不同形式的音乐艺术

表演实践，奠定可终身发展的音乐审美感知力和艺术表现力，

并在听觉感知及艺术表现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增长文化理解

力，培育艺术情趣，丰富人文素养。

审美感知定位于对音乐艺术听觉特性、形式元素、表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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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及其独特美感的理解和把握。

艺术表现定位于表达音乐艺术美感和情感内涵的实践

能力。

文化理解定位于对不同文化语境中音乐艺术人文内涵的

理解。

从不同的定位来看，三维目标到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其课

程目标的内涵是不同的，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也体现了前者三

个维度目标的内在规定性[4]。

3 三维目标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

三维目标的内容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

识与技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指的是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积极的

情绪、兴趣、态度等价值观念目标，不仅仅强调了个人价值观，

更强调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乐

观和宽容的人生态度等，就可以在学生内心树立起对美的追

求及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5]。它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引导着人们树立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态度。

“过程与方法”指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结果，还

需要重视学习的过程，强调学习的方法在学习中培养“会学”

的方式。这是每一个学习者需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

需要。

“知识与技能”是音乐知识不仅仅体现为乐理知识，它还

包括音乐基本表现要素和音乐常见结构以及音乐体裁、形式

等知识，特别是还包括创作和音乐历史以及音乐与相关文化

方面的知识。音乐技能不是仅仅体现为视唱、练耳、识谱等方

面，也不只是发声、共鸣、咬字吐字等唱歌技术层面，更为重要

的是把乐谱的学习与运用或歌唱技能的训练与培养放在整体

音乐实践中进行的一个音乐能力的组合。

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是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

理解，代表了音乐学科育人的关键性要素。三个音乐学科核心

素养各有侧重点。

审美感知具体表现在：淤音乐鉴赏方面，可以聆听和感

受音乐之美，掌握音乐学习的要领并且了解音乐作品的体裁

和表现方式，感受作品的风格特征，理解音乐所要表达出的

情感。于歌唱方面，能够了解不同类型的声乐作品，感受其艺

术表现力。盂演奏方面，能够感受作品带来的美感以及分析作

品的结构、风格等。榆音乐创编方面，能够掌握常规的音乐结

构学习相关的音乐理论知识。虞音乐与舞蹈方面，能够为不同

节拍的舞蹈编配动作，表现音乐舞蹈的节奏特点等。

艺术表现内容表现在：淤从音乐鉴赏和歌唱来看能够通

过艺术表现的形式，熟悉作品的音乐主题。并且在歌曲演唱的

过程中领略唱歌的技巧在独唱中能够把握自己的风格特点，

能够富有表现力地歌唱。于在演奏中能有一定的演奏方法和

技巧，能够自然，富有表现力地演奏且能够与其他声部配合演

奏。盂在舞蹈表演与合唱合奏这方面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掌握方法和技巧培养团体合作与组织协调能力等。

文化理解内容是指：淤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地发展线索以

及艺术成就。于了解音乐院校和重要音乐家的生平、代表作和

贡献。盂感受中国民族音乐深厚而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了解

其他国家的音乐文化。榆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和社会生活的

历史文化和风格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也是一门艺

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音乐表现等方式，在

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中音乐艺术的人文

内涵也得到了了解，在教材中也有更好的体现。

从三维目标到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这个变化能够体现音乐学科教育基于学生成长和终身

发展的独特价值。

4 三维目标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

中的体现
2003 年出台的《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中的三维

目标与十几年之后出台的《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

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体现是不同的。后者在前者

基础上更加地深入，立足学科育人价值的角度提升学生发展

的意义与价值。

例 1：《生命之歌》

三维目标角度设定的教学目标是：淤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关注社会，认识人类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关系，引导学生开始对

鉴赏音乐产生兴趣；于能初步感受音乐的内容与风格特点，分

辨出每首音乐的表演形式；盂了解作品的体裁、演奏、演唱形

式，了解作曲家级创作背景。

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角度培养的教学目标是：淤感受和

体验伴随生命历程的各类音乐，感悟音乐在人类生命中的作

用和意义；于初步能初步感受音乐的内容与风格特点，初步掌

握运用音乐要素鉴赏音乐的方法，尝试用音乐的方式记录自

己的青春；盂开始对鉴赏音乐产生兴趣，通过欣赏人生不同时

期的音乐，感悟生命的美好，珍惜青春，珍爱生命。

例 2：高中“合唱”模块 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

合唱实践活动坚持以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为统领，通过合

唱提升学生的审美与感知能力，增强学生的艺术表现力，理解

多元文化，拓展艺术视野。

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角度培养的教学目标是：淤通过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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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旋转角度 120毅，右端钻中心孔，还是一夹一顶，加工好第二

处偏心 囟25。
4 结语

偏心轴属于难加工产品，特别是多拐曲轴的加工，但是曲

轴在机械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多拐曲轴车削的高效

夹具的设计，实现装夹完成多拐曲轴的加工，大大降低了操作

者的难度，减少了很多辅助工作，提高了加工精度和效率，因

此研究多拐曲轴偏心夹具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对提高生产

效率和加工质量有参考意义，值得深入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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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接体和旋转体

赏与演唱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感受合唱的人声魅

力；于通过《半个月亮爬上来》，了解无伴奏合唱的特点，运用

科学的发声方法感受二声部的合唱效果；盂学唱《半个月亮爬

上来》的声部旋律，用柯达伊高手势辅助学习，实践无伴奏合

唱的能力及歌唱相关技能。

例 3：高中音乐鉴赏第十四单元：中国古代音乐，包括古

代的器乐与声乐作品，主题是“文人情致”，分“高山流水志家

园”和“西出阳关无故人”两课时。“高山流水志家园”可安排

《流水》和《广陵散》。

三维目标角度设定的教学目标是：淤初步了解古琴文化、

历史和有关古琴的典故；于初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人文音

乐，感受古琴曲的风格特征；盂熟悉《流水》的主题。

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角度培养的教学目标是：淤初步了

解古琴的起源、性质与寓意，能说出古琴三种音色的基本特

点，理解古琴所承载的雅乐精神；于能从古琴的音色、音量和

音韵等方面分析《流水》的“清、微、淡、雅”的悠远气质；盂能

用自己语言总结古琴音乐文化的内涵。审美感知是把握主题

风格审美基调：曲风文雅、意境高远；文化理解为古琴是中国

传统文化和古代文人精神的音乐化身，承载着儒家思想的音

乐文化精髓。教学设计则从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出发，落实到

课堂的每一个环节。

5 结语

三维目标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是逐渐深入，在体

现育人的可持续发展上是递进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在本质上综合了三维目标的核心内容，明确了音乐课程“立德

树人”的科学贡献。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三个音乐学

科核心素养分别代表了音乐学科育人价值的根本性、关键性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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