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1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曹优静 审读：邱立波

音乐是一门偏重先天性因素的
学科，由于学生个体差异客观存在，
其音乐“天分”有所不同。作为教师，
我们承认学生之间差异的同时，要
给予其充分尊重,在对学生分层过
程中，以学生基础、潜力、兴趣、爱
好、心理特征及学习状况等作为分
层标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组别。

在学生音乐能力方面，我们可
以通过教师选曲学生视唱、学生自
由选曲展示等方式进行分类：一类，
识谱能力强，音准好，音乐能力优
秀；二类，识谱能力较好，音准较好
的学生；三类，没有识谱能力，没有
音准、音高概念的学生。

在学生性格及心理测评方面，

我们可以使用量表、与学生对话、参
考其平时表现来分类：一类，性格外
向，有自信心，主观能动性较强的同
学；二类，性格内向，较缺乏自信心，
但是主观能动性较好的同学；三类，
主观能动性有待提升的同学。

根据上述对学生音乐能力及性
格及心理特征的分类，教师可以进

行综合考量，将学生分为 A 层、B
层、C层（A层为音乐能力较好或主
观能动性较强学生，C层为音乐能
力偏弱或缺乏主观能动性学生，B
层为剩余其他学生），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教师可视情况调整学生分
层。

初中音乐课堂分层教学初探
——以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为例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 李文媛

音乐课程标准强调要“以人为本”“注重个性发展”,而当下初中阶段，面对班级学生

人数多、能力参差不齐的现状，整齐划一的音乐教学方式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要求，需要做

出变革。笔者在音乐教学中使用分层教学法，即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实施不同的教学过程，采用不同的课后练习，以求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下面以勃拉姆斯

的《摇篮曲》一课为例，进行介绍与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分层教学
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第一，提升了各个层次学生的
音乐能力。A层学生通过练习，熟练
度更高，音乐表现力更强，更在本组
中发掘了很多学校合唱团、课堂乐
器团的苗子，给学校艺术团建设添
砖加瓦。B层学生的熟练度提升明
显，艺术能力进一步提升。C层学生
的进步最为明显。音乐能力明显提
升，大大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同时，
经过一学期的分层教学实践，笔者
发现学生总体音乐成绩较上学期常
规教学成绩均有所提升。

第二，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笔者发现课堂上开小差、讲

空话的情况大大减少，课堂纪律显
著提升，学生表现出对教师上课内
容更为浓厚的兴趣。音乐分层教学
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状态，提升了学
习效率，给初中音乐教学带来了新
生机。

第三，分层教学能够更好地因
材施教，发展个性特长，受到了学生
的欢迎。音乐能力优秀者得到了充
分的特长展示，也能够获得更多合作
交流的机会。能力稍弱的学生，自信
心也不会受到打击，认真完成适合自
己能力的作业，与同学共同进步。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
要进一步思考与解决。

第一，可能造成学生差距的扩
大。学生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学

生在认识、学习习惯、兴趣爱好等方
面的差异造成的，学生个体在学业
上的差异是合理的、必然的。而分层
教学人为地将学生分组，一旦教师
在教学中处理不好学生组的关系，
可能造成学生差距的扩大。

第二，分层教学不利于不同层
次间学生的交流。由于低层次的学
生在身体形态和身体素质方面都存
在一定的弱点，因而在学习和锻炼
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较多，压
力大。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表现为知
难而退、半途而废、意志薄弱等，组
内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反之高层
次的组的学生则易产生优越感，容
易嘲笑和鄙视低层次的学生。从而
影响学生的交流和互相学习，不能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音乐教师应加

强两方面工作。
一是要注意分层的灵活性。任

何一位学生有其短项，也有其长项，
在层次划分时，切忌将一名学生长
期置于低层次组学习，不能把划到
低层次的学生称之为“差生”，更不
能歧视他们。

二是要注意各层次之间的连续
性。分层教学，不是把各层次机械分
开，中低层次教学只是一种阶段性
手段，其最终应向高层次发展。所
以，要注意各层次之间的衔接，保持
其连续性，要让每个学生明确每一
层次的目标和要求，也要鼓励每个
学生努力进入高一层次学习。

教师应充分掌握初中音乐课标
提出的教学目标，结合教材内容，在
备课制定教学目标时，既要注意在
整体上让每个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
提高，又需设计出适合不同层次学
生水平的个性化目标，这需要教师
可以纯熟地将现有教材内容进行科
学地整合、重组，以此提升分层教学
的质量和成效。

以《摇篮曲》的教学为例，作为
世界著名的摇篮曲之一，《摇篮曲》
是义务教育教科书（人民音乐出版
社）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乐海泛舟
中的一首摇篮曲体裁的艺术歌曲，
它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
艺术价值。作曲家勃拉姆斯用艺术
歌曲的形式和摇篮曲的体裁表现了
伟大的母爱，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

人们对母亲的爱戴之情。
笔者将教学过程分为歌唱教学

及口风琴教学两个部分。
（一）《摇篮曲》的歌唱教学
引导学生演唱这首歌曲，不仅

能使他们真切地体验到这种伟大的
感情，也可以让他们认识这种世界
性的音乐体裁，更能在歌唱姿势、呼
吸、发声等技能方面有所提高，增进
他们对歌唱的兴趣和自信心。

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温馨而
又琅琅上口的旋律是其优势，学生
第一次接触，会比较愿意演唱它。不
过，曲目中的弱起小节、附点都是学
生不容易唱准确的节奏，高音部分
的大跳也给演唱带来一定难度。因
此，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目标有所
差异：

A层学生能有感情且自信地准
确演唱全曲，甚至熟练背唱一段或
全曲，具有较好的音准，能够较好地
与同学合作完成二声部的演唱。

B层学生要求完整演唱歌曲，
尽量做到准确演唱，鼓励他们自信
地演唱给组内同学听，能够完成二
声部的配合。

C层学生只需学会完整演唱高
声部的旋律，二声部演唱不作要求，
节拍、音色、音准基本达标即可。

（二）《摇篮曲》的口风琴教学
口风琴是一种键盘式吹奏乐

器，具有体积小、音准好、旋律性优
良等特点，且使用比较简单，学生能
够接受。因此，口风琴成为一种非常
适合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使用的乐
器。课堂上，学生对照乐谱演奏《摇

篮曲》的主旋律，主要难点在于准确
地找到音的位置并正确演奏，并保
持标准的手型，最终口风琴演奏的
分层要求是：

A层学生的目标为有感情且自
信地准确演奏全曲，甚至熟练背奏
一段或全曲，能够做到演奏时，节奏
准确，速度适中，手型标准，指法正
确。具有较好演奏水平的学生，可以
选择与同学合作完成二声部的重奏。

B层学生要求完整演奏全曲，
尽量做到准确演奏，尽量做到演奏
时，节奏准确，速度适中，手型标准，
指法正确。鼓励自信地演奏给组内
同学听。

C层学生只需学会完整演奏单
声部的旋律，节拍、速度、手型基本
达标即可。

通过《摇篮曲》的歌唱教学，学
生已不同程度地达到相关教学目
标，笔者针对不同的目标达成度，
对课外练习进行分层设计。具体如
下：

A层学生课外练习熟练背唱全
曲，与同学合作完成二声部的演唱，

在音乐课上与同学交流表演，也可
以拓展聆听其他作品，拓宽欣赏视
野。

B层学生课外练习熟练演唱歌
曲，纠正不足，完成二声部的演唱。

C层学生课外练习完整演唱高
声部的旋律，做到节拍、音色、音准

达标。
对于《摇篮曲》的口风琴学习，

学生已基本能够演奏全曲，但还存
在些差异，笔者对课外练习也作了
相应的分层设计，具体如下：

A层学生课外练习熟练背奏全
曲，与同学合作完成二声部的重奏，

也可拓展演奏其他作品。
B层学生课外练习熟练演奏全

曲，纠正不足，与组内同学交流演
奏。

C层学生课外练习完整演奏单
声部的旋律，做到节拍、速度、手型
达标。

四、成效与思考

三、基于学习结果进行课外练习分层

二、基于学习目标进行课堂分层

一、基于个体差异进行学生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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