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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性策略的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翟雅琼 性别 女 职务 教师

办公电话 84931630 手机 18622986521 职称 一级教师

工作单位 东丽区丽泽小学 任教学科 音乐

通讯地址 东丽区富安路 2号 电子邮箱 21653187@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田智影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高级教师 协调、联系、撰写报告

李鹏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一级教师 协调、联系、撰写报告

宋佳 天津市东丽区刘台小学 一级教师 具体操作、资料搜集

李贝妮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二级教师 具体操作、资料搜集



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字内）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选题意义

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欣赏课堂中的深化，可以促进学生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自觉主

动地寻求恰当的方式获取信息，有效提升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从而辅助小学音乐欣赏课

的教学，进而有助于小学音乐欣赏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因此，加深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运

用，一是可以提高小学音乐欣赏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成效，二是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兴趣。

综上所述，音乐教师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下运用信息技术，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来恰

到好处的运用信息技术，都值得我们思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马克思曾说，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欣赏教学在音乐教育

中重要性可见一斑。早在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儿童音乐教育学心理学学者詹姆斯·默寨尔

就在其著作《学校音乐教学心理学》中明确指出：“在普通学校中，音乐教学就是欣赏

教学，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现代教师的音乐教学带来了许多影响。截止目前，通过网

络检索关键词“音乐、信息”发现，音乐教师在教学中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相

对应的研究和应用案例也越来越多。但是，将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小学音乐课堂中的欣

赏教学，其相关的研究和应用案例却相对匮乏。

因此，如何将抽象的小学音乐欣赏课程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课堂实效性，是新时

代背景下对音乐教师的考验，也是“互联网+”时代为我们音乐教师提供的新的发展机遇。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性策略的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作为行

为参考，为具体的操作提供理论指导。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性策略的



研究是建立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分布式学习认知理论和美国

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从做中学”的观点基础之上的。那么，它们如何为运用信息技术

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性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呢？

首先，学生需要通过观察和学习来建立抽象的音乐形象。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学习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如今信息高速发展，尤其是“互

联网+”正在影响着我们很多人。比如在小学音乐欣赏课程中，我们将旋律的上行和下

行用多媒体技术同步音频和具象的线条联系起来，学生们就可以更加具体化的了解旋律

的走向，在之后的旋律听辩中，就建立了用线条记录旋律走向的意识。因此，在我们的

音乐课堂上，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旋律和音乐情绪的联系，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旋

律线的图示展示。通过教师展示、示范，让学生获取、分析整理信息，进而达到良好教

学效果的目的。

其次，学生通过实践体验来建立抽象音乐形象。杜威在“进步教育运动”中提出

了“指导”教学的概念，以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理论为基础，

提出“从做中学”的教学论思想。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强调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

构，强调知识是个体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假设，认为学生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被

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第三，埃德温•赫金斯及其同事提出的分布式认知理论，他们认为认知不是集中的，

而是分散分布式的，不只是存在于某个个体头脑中的认知活动中，还可以存在于某个个

体内、个体之间、媒介过程、不同环境、不同文化和社会实践中。另外，该学者认为人

类的认知过程需要经过内外部信息的加工，也就是说认知现象需要认知主体和外部环境

相互发生作用。

（二）研究假设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技术逐渐在教育领域中应用和推广，信息技术在推动教

育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领域中，常用的信息技术包括多媒体技术、计算

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投影技术、各类教学软件等，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都有利于提高

教学质量和效率。

基于信息技术的优势和特点，结合小学音乐欣赏课教学现状，如果我们可以将信

息技术和小学音乐欣赏课进行融合，那么首先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兼顾学生的视

觉、听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性，从而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其次，通过信



息技术为欣赏教学提供更多资源、思路和方向，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氛围。最后，信

息技术与小学音乐欣赏课融合，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帮助学生构建音乐知识体

系，增强教学互动性、促进教学生动化。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信息技术是指有关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储、传递、处理、检索、检

测、分析和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信息技术能够延长或扩展人的

信息功能。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通俗的讲，就是面对抽象的音乐形象，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其

具体化，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并可以体会其中的深层含义。

二、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小学音乐学生和教师。重点研究小学关于音乐欣赏教学和信息

技术融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对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性策略的研究

进行分析，研究制定有效完成研究目标的策略设计，并在实践中检验策略设计的应用情

况。

三、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课题研究前期，针对小学关于音乐欣赏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现状等

方面调查。研究中期，主要调查各方面对策略设计的反应和各方面能力评价调查。

2.行动研究法：集体研究问题，多途径展开实践，研究出适合小学关于音乐欣赏教

学和信息技术融合的策略方法。

3.个案研究法：在开展研究实践的环节，通过个人调查对参与策略实施的个体进行

研究，通过问题调查，对典型的策略实施案例或策略实施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团体调查，

对课题实施中涉及到的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4.文献法：通过了解课题研究问题的历史、现状和依据，帮助确定研究，通过文献

研究获得已有的关于音乐欣赏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的相关现实资料，获取比较资料，为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后盾武器。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一、研究目标

1.调查小学音乐欣赏教学中信息技术运用的现状，总结并分析现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



2.能运用不同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联系音乐欣赏教学中信息技术运用的意义，并探索

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3.通过课题研究梳理出有效发展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欣赏课程中运用的路径及方

法，使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学效果获得发展。

二、研究内容

三、实施步骤：

1.准备阶段(2023年 5月-2023年 10月)：课题申报，初步建立自己的课题框架具体

安排，对小学关于音乐欣赏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的现状进行调查，制定课题研究计划。

2.实施阶段(（2023年 10月-2024年 5月）)：主要针对策略设计进行调查、调整、

实践验证、反思效果，开展实证研究。

3.结题阶段（2024年 5月-2025年 9月）：结合研究过程，撰写相关论文，提升对课

题的认识，进而调整思路，并为下一阶段的成果，积小胜为大胜，从而圆满达成课程研

究的总目标。

（注：以上是大概的流程策划，将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变更与调整）



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 字内）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要参考文

献（限填 10 项）；

本部分内容中关于引用、下载情况的介绍通过知网检索获得，时间截止为 2023年 3

月 30日。《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被引用 6次，下载 195 次；

《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欣赏课程融合策略》被引用 3次，下载 305 次；《科技赋能 乐

在其中——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音乐欣赏课体验式教学探索》被引用 1次，下载 1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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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课题负责人翟雅琼，天津音乐学院硕士毕业，校级学科教研组长，校级骨干教师，

多次在教学类课例、论文等获市区奖项，2021 年获东丽区教学基本功一等奖，参与一项

区级课题、一项市级课题。

主要参加者田智影，天津市首批市级学科骨干教师，东丽区名教师，东丽区音乐学

科首席教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信息技术与音乐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教学课例

两次荣获教育部优课。2011 年、2014 年荣获天津市小学“双优课”二、三等奖。2016

年、2017 年荣获天津市音乐学科微课评比二、三等奖。此外，撰写的多篇教学论文在

各级比赛获得佳绩。

主要参加者李鹏，校级骨干教师，曾任校级学科教研组长。她撰写的论文及教学课

例、曾获多个市、区级奖项，辅导学生多次市区级艺术节舞蹈比赛中荣获一、二等奖。

宋佳、李贝妮均为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与信息融合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在微

课、论文等多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本课题组有区级兼职教研员 1人，音乐学科教师 5 人，研究生学历 1人，本科学历

2人。

总体来看，本课题组成员均有课题研究经历，不论从学科结构、年龄结构、学历层

次上还是业务经验水平上，都非常利于本课题研究的开展，具备了研究该课题的能力。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间及所在单

位实验条件等）。

一、科研能力保障。本课题组的成员均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并且已经取得了课题

相关科研成果，他们为课题提供了科研保障。

二、组织管理保障。本课题研究主持人在号召力、组织管理能力方面均有经验保障。

区学科首席教师、骨干教师的加入为课题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管理保障。

三、理论引领保障。本课题组根据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现象前瞻性展开调查和研究，

通过大量搜集资料，在课题动员会上课题组成员分享了发展学生信息意识的经验，提出

了课题研究框架，讨论通过了研究假设，为研究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相关制度保障。本课题组已设计好课题组会议制度，每月开会通报研究进展，

及时发现问题、纠正方向、规划未来，使研究得到充分的制度保障。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BYYY/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BYYY/issues/6NQcqlsMs0hK9tXNGqyRX7T1XHNogbzEBUCXnGizvTEy_6LBmOkOuHkCzJq4I8C3?uniplatform=NZKPT


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3.5-2023.9 开题论证报告 研究报告 翟雅琼

2 2023.10-2024.2 案例集 案例集 田智影

3 2024.3-2024.4 中期报告 研究报告 翟雅琼

4 2024.5-2025.4 结题报告 研究报告 翟雅琼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4 年 2 月 优秀案例集 案例集 田智影

2 2025 年 4 月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实效

性策略的研究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翟雅琼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5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