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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人音版艺术唱游·音乐六年级下册《第六课 神奇的印

象》。本单元围绕“神奇的印象”这一主题，通过聆听、演唱和编创等活动，旨

在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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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本单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聆听：

《海德薇格主题》：[美]约翰·威廉姆斯曲。这首曲目选自电影《哈利·波

特》系列的主题曲，具有鲜明的魔幻色彩和动感的旋律，适合引导学生感知和体

验不同风格的音乐。

《瀑布（片段）》：阎惠昌曲。这首曲目通过音乐描绘了瀑布的壮丽景象，

旋律优美，节奏多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音乐想象和感知能力。

演唱：

《火车来了》：柯尔克孜族民歌。这首民歌旋律欢快，节奏明快，通过演唱

可以让学生感受柯尔克孜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演唱能力和音乐表

现力。

《飞天曲》：晨枫词，白之湘曲。这首曲目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通过

演唱可以让学生体验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同时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

编创与活动：

编创活动鼓励学生根据所学曲目，发挥想象力，进行简单的音乐创作或改编，

如为歌曲编写新的旋律或歌词，或根据音乐主题进行舞蹈或戏剧表演。这些活动

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意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单元内容分析

1. 审美感知

《海德薇格主题》：通过聆听这首曲目，引导学生感知其独特的魔幻风格和

动感的旋律，培养对多元音乐风格的感知能力。

《瀑布（片段）》：通过音乐描绘的自然景象，引导学生想象瀑布的壮观与

美丽，培养对自然之美的感知能力。

《火车来了》：通过演唱柯尔克孜族民歌，感受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音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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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培养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感知能力。

《飞天曲》：通过演唱中国古典音乐曲目，体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培养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能力。

2. 艺术表现

演唱：通过演唱《火车来了》和《飞天曲》，提高学生的演唱技巧和音乐表

现力，能够准确、有感情地演绎歌曲。

编创与活动：通过编创活动，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所学音乐知

识应用于实践中，如创作新的旋律、歌词或进行舞蹈、戏剧表演，展现个人艺术

才华。

3. 创意实践

编创活动：通过为歌曲编写新的旋律或歌词、根据音乐主题进行舞蹈或戏剧

表演等编创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意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实践活动：结合音乐主题，组织学生进行音乐创作比赛、音乐剧表演等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创意实践能力。

4. 文化理解

《火车来了》：通过演唱柯尔克孜族民歌，了解柯尔克孜族的音乐文化和生

活习俗，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飞天曲》：通过演唱中国古典音乐曲目，了解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内涵，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综合活动：通过组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如民族音乐会、古典音乐讲座等，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拓宽国际视野。

（三）单元内容整合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围绕“神奇的印象”这一主题，通过聆听、演唱和编创等

活动，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四个核心素养有机整合在一

起。具体来说：

审美感知：通过聆听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引导学生感知和体验音乐的独特

魅力，培养对多元音乐文化的审美能力。

艺术表现：通过演唱和编创活动，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和创意实践能力，

能够准确、有感情地演绎歌曲，并进行简单的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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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实践：通过编创活动和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所

学音乐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展现个人艺术才华和团队协作能力。

文化理解：通过演唱不同民族和地区的音乐作品，了解不同音乐文化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内涵，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拓宽国际视野。

在整合过程中，注重教学内容的连贯性和层次性，从简单的聆听和演唱活动

入手，逐步过渡到复杂的编创和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掌

握音乐知识，提升音乐素养。。

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分解

（一）审美感知

1. 审美感知的内涵

审美感知是指个体对艺术作品或审美对象的感性认识和情感体验。在音乐教

学中，审美感知主要表现为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旋律、节奏、音色、和声等要素的

感知和理解，以及对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意境的领悟和体验。

2. 审美感知在本单元中的体现

聆听活动：通过聆听《海德薇格主题》和《瀑布（片段）》等曲目，引导学

生感知不同风格音乐的旋律、节奏和音色特点，体验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意

境。

演唱活动：通过演唱《火车来了》和《飞天曲》等曲目，让学生进一步感受

音乐的旋律美和情感美，提高审美感知能力。

实践活动：通过组织音乐交流会、音乐会等活动，让学生欣赏不同类型的音

乐作品，拓宽音乐视野，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3. 教学策略与建议

创设情境：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创设与音乐作品相关的情境，引导学生进

入音乐世界，感受音乐的魅力和情感。

引导体验：引导学生通过聆听、演唱、想象等方式，深入体验音乐作品所表

达的情感和意境，提高审美感知能力。

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音乐感受和体验，与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

共同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二）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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