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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生态构建研究
祝赵琦

（浙江省诸暨中学，浙江 诸暨 311800）

摘要：本文对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生态构建的意义以及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运用数字化智能教学促进教学方法与教

学手段的创新，让学生可以沉浸在学习中，构建一个开放、互动、合作的音乐教学社区，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不仅验证了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生态构建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还

为音乐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更为想研究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人提供理论支撑，更好地促进

高中音乐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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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加强艺风艺德建设，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以服

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政府统筹、行业指导、

社会参与，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

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增强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适

应性，加快构建现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输送大批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的高素质文化艺术

技能人才。高中教师要紧跟国家的发展，走符合国家发展的道路，

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生态构建研究的意义

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生态构建研究，不仅顺应了教育

现代化的潮流，还推动了音乐教育模式的创新，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与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首先有助于打破传统音乐

教学的时空限制，让教师可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上传资料，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

丰富的音乐资源和学习资料，这将会丰富教学内容，还能够拓宽

学生的音乐视野，促进学生对不同音乐风格、文化背景的理解和

尊重，让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学生的需求和兴趣点，

实行个性化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下学习，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未来音乐

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的生态构建的策略

（一）数字化智能教学促进《一杯美酒》音乐课深度探索式

学习

教师在讲授音乐课的过程中，可深入探索学习模式的创新与

高中音乐数字化智能教学生态的构建，旨在聚焦于音乐作品本身

的欣赏与分析，超越传统知识传授的局限，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教

学手段，将学习过程转化为一个集知识探索、实践体验、文化理

解与创新思维于一体的综合性学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知识体系

的有效构建与深度探索式学习。教师在讲授人音版《一杯美酒》

的时候，课前，教师让学生利用平板或手机，访问教师推荐的数

字资源，自主学习《一杯美酒》相关的音乐理论知识、舞蹈基础

动作及其文化背景，智能系统还能根据学生浏览的记录和兴趣的

偏好，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相关的资源推荐，在学生在家中

学习完毕中，学生发现在最后还能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家中

就体验音乐现场的感觉，以提升学生学习的针对性和效率，体验

不同民族舞蹈的韵律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学习到相关

的知识。在课堂上，教师可将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各组内相

互分享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共同制作一个《一杯美酒》为主题的

音乐视频、PPT 汇报，进行现场的表演，有的学生分享自己利用

平板电脑找到关于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意思是：表达了维吾尔族人

民对心爱的人深深的感情，充分展示了新疆民歌的特色。歌曲旋

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和民族魅力。歌

曲的情感基调欢乐明快，但隐隐含着细若游丝的悲伤，延续了维

吾尔族音乐“苦中作乐”的传统 ，还有的学生分享自己通过文献

查找到的作者的生平：作词者是艾克拜尔·吾拉木，他于 1969 年

赴新疆哈密市插队务农，后历任新疆雅满苏铁矿工人、新疆日报

社编辑、记者等职务。随后他们将这个融合自己个性化的创意进

行编排，形成汇报的歌曲。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促进

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同时打破传统教学的限制，让学生在更加

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中探索掌握音乐知识，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

和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

（二）情境构建与任务驱动：深化“祝酒歌”学习体验与知

识体系建构

教师可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构建学习情境，让学生在充分自

主、合作、探究中能够实现通过网络资源实现与同学和教师的多

元互动的同时实现知识的深度整合和体系化构建，丰富学生的学

习体验，促进其综合素养的提升。下面将以“祝酒歌”为例，从

下面三点进行展开：

第一：构建情境化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教师在讲授“祝酒歌”一开始，可通过多媒体播放与“祝酒歌”

相关的视频资料、图片展示以及音频片段，让学生仿佛置身于欢

庆的宴会之中，感受那份热烈与喜悦，当学生欣赏歌曲的时候教

师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祝酒歌”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中有哪些

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与当地的舞蹈、服饰、习俗之间有何关联？

教师随后让学生先进行举手回答，之后教师让学生利用现有资源

来整理关于“祝酒歌”的一切内容的同时在寻找与教师提出问题

相关的资料，在学生搜索资料之后，教师让学生重新在进行讨论，

对比两次讨论的问题与结果有什么不同，以此让学生形成对“祝

酒歌”及其舞蹈音乐类型的初步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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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施任务驱动，促进合作探究与知识整合

在刚刚的活动基础上，教师还可提出一些新问题（子问题），

例如：“‘祝酒歌’的旋律特点是什么？它如何与舞蹈动作相配合，

共同营造出欢庆的氛围？”或者“不同民族的‘祝酒歌’在音乐

风格、舞蹈动作、服饰等方面有哪些异同？”引导学生对“祝酒

歌”及其舞蹈音乐深层次的理解的同时再次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

这时候教师可参与到学生的讨论当中，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这将会锻炼学生们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形成自己的见解。

第三：实现“知识 + 情境”的探究，促进知识体系的深度建

构

教师在学生深入理解这个歌曲之后，还可邀请专业的舞蹈教

师，为学生们现场演示“祝酒歌”的舞蹈动作，让学生根据专业

舞蹈教师和音乐教师的动作和音律利用课余时间自己编排一个音

乐会或者舞蹈表演，这不仅可以将学习到的知识与情境体验进行

结合，还可让他们自主地进行创作，以增强自主探究能力，锻炼

他们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三）《澧水船夫号子》融合中国舞蹈音乐：情境探究与综

合创作学习

教师在讲授人音版《澧水船夫号子》的时候可以将其与“中

国舞蹈音乐”进行结合，来探讨如何通过情景变化与学习方式的

调整，深化对音乐以及中国舞蹈音乐的理解。因此教师在讲授《澧

水船夫号子》的时候，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引导

学生将澧水流域船夫生活、劳动场景与中国舞蹈的结合的同时让

学生根据这一情景，设计如下任务：搜集澧水流域的地理、历史

资料；分析《澧水船夫号子》的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尝试创作

与歌曲相匹配的简短舞蹈或动作序列。教师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

组，每个小组 4—5 人，选择一个小组组长进行分配，之后由小组

组长给学生飞陪任务，例如：让有的学生利用在课下利用电脑与

网络上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连线获得专业性的指导；有的学生则可

以去请教自己身边的人；还有的人进行查阅资料，让学生通过这

一系列探究活动，加深对《澧水船夫号子》的理解，学会如何将

音乐、舞蹈与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的艺术分析与创作。

最后每个小组可利用腾讯会议先由每个学生进行汇报，之后组长

将学生不理解的问题和寻找的资料整合成一个音乐分析报告，到

课堂上进行阐述。教师会在课上先听取组长的汇报，之后找学生

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有的学生说澧水流域是湖南省四大河流

之一，径流模数居全省之冠，并以洪水涨落迅速而闻名。澧水干

流分北、中、南三源，以北源为主，三源于桑植县打谷泉与桥子

湾的小茅岩汇合后东流。沿途接纳溇水、渫水、道水和涔水等支流，

至澧县小渡口注入洞庭湖；还有的学生说《澧水船夫号子》的音

乐结构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平板、竖板、快板以及慢板四种板式

结构。学生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中，不仅增强其多学科融合的知识，

还能够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四）数字化互联学习：拓宽《江姐》京剧选段学习广度

在数字化教育的新时代，平板等终端设备与互联互助学习模

式的结合，为京剧这一传统艺术的学习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学生

不仅仅可以在校园内进行共同的学习，还可通过网络互联，跨越

时空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学唱互鉴，共同提升京剧学习

的层次，拓宽学习的范围。教师在教授“人音版”教材中的经典

歌剧《江姐》选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的时候，可以先

设定一个教学目标：结合各学段学习的京剧知识，深入归纳京剧

旦角的行当特点和唱腔风格，之后运用平板等终端设备的储存和

数字化归纳功能，将资料进行上传，让学生可以在平板上观看《江

姐》中“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这一经典唱段的视频资料，

还可以听到不同演员、不同流派的演唱版本，在学生观看之后，

学生可两个人为一组进行对比和分析，深入理解京剧旦角行当的

唱腔特点和艺术魅力，探索京剧艺术的奥秘。这种数字化学习模

式不仅有利于阶梯式积累学习，让学生能够在不同学段的学习中，

逐步深化对京剧旦角行当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在小学阶段，学

生可能只是初步接触京剧旦角的唱腔和表演风格；而到了中学阶

段，则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旦角的行当特点和艺术表现力；到了

高中阶段，则需要将所学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形成自己的学科

素养。学生运用平板可以更好地在其中进行学习，还可以将不同

学段学习到的京剧知识进行整合和对比，形成更加系统和全面的

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不同京剧行当的课

程群，让喜欢旦角行当的学生，可以加入旦角中，从而深化对知

识的理解，随时随地可以学习京剧知识，与同学、老师进行深入

的交流和互动，共同提升音乐的同时也提升京剧学习的层次和水

平。

（五）艺术实践融合数字技术：革新小花鼓排练与教学模式

艺术实践不仅是理论知识与情感体验的桥梁，更是学生深化

理解、培育学科素养的关键路径。教师在讲授排演实践小花鼓的

时候，可以结合具体的排练实践活动，教会学生个体学习与集体

创作的深度融合的重要性，进而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与再造。

教师让学生利用平板上的专用音乐软件，了解小花鼓丰富的节奏

型和传统曲目音频资料，之后让学生根据个人的节奏感和兴趣点

进行自主练习，直至熟练掌握某一节奏或片段，之后教师将学生

组成三人小组，让学生利用智能终端设备，商讨音乐剧的主题、

情节、角色分配及音乐编排，学生们还可以共享编辑剧本，教师

则开视频会议对学生进行指导。随着线上准备的结束后，学生们

可进行线下的集体排练，教师则根据学生的表现给予反馈，帮助

学生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表演，确保排练出的小花鼓既有传统的韵

味又有此案带的审美和创新元素。当学生们排练完成后，向全校

师生展示他们的学习效果，加深对音乐以及传统文化的认识，让

学生通过数字化智能设备，使每位学生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

节奏进行学习，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无缝衔接，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

灵活且高效的学习路径，让音乐教育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激发

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与创造力。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数字化智能技术，让学生可以探索学习音乐的兴趣，

革新教师的教学模式，拓宽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将其与不同情境

进行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让学生可以实现音乐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习，以培养出更多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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