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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考试是检验教师平时的教学效果，验证学科教学质量的最好方式。对于音乐学科而言，考试也是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真正落实“五育并举”的最佳抓手。“中考”背景下的音乐教学，给初中音乐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不

小的挑战。如何找到一条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值得所有初中音乐老师思考的问题。对于

教育教学，课堂永远是最主要的阵地，教师应从课堂这一主阵地入手，正确运用课堂评价方法、优化课堂评价模式、

创新课堂评价策略，从而打通质量提升这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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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xamin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tes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eachers and verify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ubjects. For the music discipline, the examination is also the best starting point to improve students' 

artistic literacy and truly implement the "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Music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teachers, but also brought not a small challenge. How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a problem worth thinking about for all 

junior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classroom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Teachers should start from the classroom, correctly use the classroom evaluation 

method, optimize the classroom evaluation model, and innovate the classroom evaluation strategy, so 

as to open up the feasible road of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 :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method; model;  strategy; multiple 

evaluation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坚持“五育并举”的基础上，义务教育阶段对中小学音乐

教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尤其是初中阶段，音乐学科被正式纳入为中考学科，不再是以往所谓的“副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广

大的初中音乐老师决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用固化的思维方式、课堂教学模式去应付现在的教学。因为学校需要质量，学生需要成绩，音

乐教师应该乘着这阵东风，深入思考，做出调整和改变。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高雅的艺术之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音乐教育是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

径，对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有巨大帮助。但在唯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背景下，音乐教育可以说是一无是处。音乐课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复习阶段主科老师给学生的“加餐”。近年来，教育不断强调“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五育并举”基本要求。在新

课程改革的大力推进，以及学科结构调整、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音乐、美术也被列入到中

考的范围，简称“艺测”。在如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空前的重视起来。这样一来，对我们艺术老师就提出了更高、更新

的要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坐以待毙，混混而已。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努力提升教学效果，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然而，要想有效

的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艺术核心素养，并非易事，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已。而是要真正的沉下心来，努力探究一条切实有效的可

行之路。对于教育教学来说，课堂永远是最主要的阵地，所以，首先应从主阵地“课堂”开始，找到一条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我

认为，正确运用评价方法、优化课堂评价模式、创新课堂评价策略是为一条可行之路 [1-2]。

所谓课堂评价，指的是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改善教师教学而实施的，对学生学习过程与结果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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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有效评价激活学生的自信

自古以来，对于自信的重要性，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范德比

尔特曾经说过“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事业总是一帆风顺的，而没

有信心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踏进事业的门槛。”苏格拉底也曾经

说过“一个人是否有成就，只有看他是否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两个

条件。”可见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与成才是多么的重要。案

例：我在教授《彩云追月》时，让学生欣赏了几个不同版本的

《彩云追月》，让学生体会并相互交流，举手说一说不同之处 [5]。

一位平时从不举手的同学今天举手了。我很惊讶，也在心里告诉

自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于是我请他站起来，还没等他开

口，我先让所有同学为他的勇气鼓掌。他的状态在顷刻间发生了

巨大变化：表情更加自然了，眼神也自信了起来，甚至是站姿都

发生了变化。听他说完后，我边为他鼓掌边评价道：“你听的真

认真、真细心，而且不同之处一下就被你发现了。厉害厉害，让

我们一把掌声送给他”。在接下来的乐句对比教学环节中，在鼓

励同学表演唱时我特意让他带领同学们进行学习，纠正同学们的

错误，整节课他都表现的非常积极 [6]。后来的课堂中，他从一个

从不爱举手的学生，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积极主动且较有自信的

学生。分析：这个案例主要体现的是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式评价，

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酷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对音乐课非常向

往，由于性格的原因，在课堂上不敢发言、更不会自信的展示自

己。作为音乐老师，学会要运用教育机智，善于抓住教学中一闪

而过的教学评价契机，同时结合学生表现出的优势，帮助学生逐

步树立起自信心 [7]。对学生的评价要以鼓励性语言为主，甚至带

有些许夸张。通过一系列鼓励式评价，向学生传递一种信号：那

就是让学生感到是可以的，并不是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不堪，

进而增加自信心。只要敢自信的去展示自我，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秀出来，就能得到老师的肯定与同学的认可。一句真诚的赞赏，

可能对学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让学生在肯定中自我成长。

二、别人眼中的自己（学生互评模式）

同伴的评价就像一面镜子，青少年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优点

和不足。认识到自己的长处的同时，也能发现有待改进的地方。

正面的评价可以增强同伴的自信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也更容

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给予他人评价的过程中，自己

也能学会换位思考和有效沟通 [8]。

激活音乐课堂气氛、赢得伙伴认可案例：在英国名歌《我们

在一起》二声部的教学前，我要求学生先自学二声部。相信音乐

教师都了解初中学生学习二声部时，学生受到专业能力的限制，

积极性往往不高，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因此我将学生分为几个快

乐了学习小组。同时宣布本节课的评价规则：从二声部的音准和

节奏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考量，评委公平公正给出得分，评委由每

个小组长和表现最优秀的学生担任。在这样自娱自乐的轻松气氛

中，同学们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所有同学都表现得非常认

真。首先一起学习歌曲的两个声部的歌谱，接下来将每个乐句的

演唱作为一个打分点，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练习和检查，

最后逐个乐句进行比赛，看看哪个队唱最好，赢得最终胜利。当

各组分别展示时，我指导其他队的学生像老师一样来对同学加以

评价。一开始学生们往往摸不着头脑，只能使用一些简单、业余

的语言进行评价。经过我的引导，很多学生学会了用音乐的语

言，甚至是专业的术语评价道：“他们演唱的二声部速度和节奏

已经能和一声部完全契合”，“两个声部的配合听起来很和谐”

等。学生的评价由敷衍或找缺点逐步转向客观性评价，甚至开

始向欣赏同学方面努力了。整节课学生的注意力都特别集中，参

与课堂的积极性也比以往高了，课堂气氛格外好。最终，每个小

组都完成了二声部的学习和配合，有的小组还迫不及待的尝试将

自己的一些编创内容加入到作品当中。分析：这个案例体现了学

生之间互相评价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学生互评在课堂教学中是

教师用的较多的，很常见的一种评价方式。当然，也是比较难以

运用的。俗话说，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越难运用，说明越有潜

力可挖。通常情况下，学生对同伴的评价只是只言片语，浮于表

面，不能直击要点，命中要害。这时候就看教师的功底了。教师

正确的，有目的的启发和引导，对学生做出恰当和积极的评价至

关重要。当然这种启发和引导也不是一味地说好话，在有些明显

的不恰当的评价上，教师也应起到舵手的作用，及时把控方向。

如出现明显的知识点错误，或者出现极不恰当的评价等。学生的

互评，从简单、业余，向相对专业，较为恰当的方向发展，需要

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是简单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在

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有意识的去训练和培养。长此以往，学生

的评价能力才会从量准变为质变 [9]。

三、评价激活学生思维

学生思维的充分激活，可以让课堂焕发生机，师生之间沉浸

课堂评价从定义范围上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狭义的评价只指言语点评。广义上的评价指除言辞外，还包括形体的语言。如教

师的某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等都属于评价，并且后者比前者的效果要明显得多。课堂评价也是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学生发

展的重要途径，是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有效手段 [3]。

中学音乐课堂教学评价应根据音乐课程标准中关于评价的相关理念，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规律，尝试涉及全方位的评价

内容，多元的评价过程，运用教师 、学生等不同角色之间的多极评价方式。变换课堂陈旧的评价模式，让学生在课堂的积极、多元化评

价中提升参与的兴趣，自我展示的信心等，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转变已达到教学质量的提升 [4]。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以下几种常用的，效果较好的评价方法和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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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互动的娱乐之中，能够发挥出超乎寻常的想象潜力。让课

堂变得精彩而有活力。案例：在教授歌曲《黄河船夫曲》时，我

播放歌曲以及相关的背景图片，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歌曲演唱的

处理和创编。本以为这样的歌曲学生会不喜欢唱，但当我走到学

生中间时才发现有一个小组演唱的感觉非常到位，于是我请这个

组长向大家介绍经验，她想了想说：“我们小组成员都把自己当成

了真正的船夫角色，尽量让自己身临其境，很快进入了角色。”

有的组还运用了男女生对唱的演唱形式进行，学生们在自我评价

中理解着这首富有特色的民歌。在小组成员的互相碰撞中，有的

还根据自己的想象，创作了别出心裁的歌词。在课堂巡视过程

中，我发现个别小组在编创过程中似乎遇到了一点困难，小组成

员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说，老师，来帮帮我们吧。这样

的教育契机我怎能放过。原来，通过了解，小组成员中是有编创

成果的，只是处于害羞，不敢大方展示。于是我叫来另一个小组

的骨干成员，向他们大胆展示自己的成果，在一次又一次的激励

和鼓舞后，他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的“东西”。最后，经过小组内的

商量，结合我给的建议和意见，他们的编创成果非常精彩。接着

我又鼓励他们进行了表演唱，学生思维更加的开阔。初中阶段的

的学生虽然看起来像小大人一样，但内心还是非常幼稚，非常期

待老师、同伴的及时表扬和鼓励评价。《黄河船夫曲》这首歌的学

习，收到了不一样的教学效果。分析：这个体现的是学生的自我

评价。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会自评，有利于学生对

自己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表现作出准

确、客观的评价，逐步向具体性评价发展，提高学生的自我监控

能力，找出自己的进步与不足，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

使学生的表现力在轻松、民主、欢乐的氛围中得到了提高 [10]。

四、学年考核评价的多样性、多元性

“艺测”成绩包含七、八年级的学年成绩。教师可以利用这

一独特的考评机制，通过恰当的评价方式和策略来提高学生的音

乐综合素质。

1.因材评价。学生中有的擅长演奏，却不喜欢唱歌，有些喜

爱唱歌，却不会舞蹈。我们应该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使评价更

趋公平化、合理化、多元化、个性化。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展

现出自己的优势，从而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最大限度的提升评

价的积极性。

2.日常性评价。日常性评价对于学生的成长、进步至关重

要。不仅在课堂常规方面对他们有一定的约束力，使之逐步适应

和遵循初中课堂的上课要求和模式。在学科知识和基本技能方

面，也能逐渐得到积累，从而将学到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乃至是

考试中的问题。日常性评价不能只在学期中段或者期末才有体

现，需要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这样也是在培养学生一以贯之的

良好习惯。

3.加分项目。在每学期的期初就和学生一道，通过讨论、商

议的方式确定好学期加分评价项目，如：歌曲演唱、器乐演奏、

舞蹈表演、小型歌舞剧等内容和形式，让学生自主选择。到学期

末以班级音乐会或演唱会的形式进行表演和展示。以“快乐参

与”为主线，以“班级音乐会”为载体，用学生自己喜欢、擅长

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将考核评价的氛围变得轻松活

泼，让更多的学生愿意参与其中，勇于展现自我，乐于分享自己

的成功。这样的考核加分模式，基本上能够做到全覆盖，让所有

学生都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拿到自己的加分，寓教于乐，事半

功倍。

音乐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通过学习，不断提

升他们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内在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为他们将来的发展、美好的人生奠定基础。形式丰富、恰到

好处、学生喜欢的多远评价模式，能够很好的在音乐课堂上起到

对教学推波助澜的作用，既能让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愉快，又能培

养学生参与课堂的兴趣更能有效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当然，学

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只有运用适合他的评价方法、模式，才能

使评价达到理想的效果。也让“艺测”能够成为培养、提升学生

审美情趣的抓手，在“双减”背景下，快乐轻松的氛围里有效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而不是去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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