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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初春，当丹青把她近20万字的文稿交到我手中时，我心中的震惊与感动至今犹在心头。
今天作为上海名师培养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些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磨练出来的文字终于带着墨
香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心中的欣慰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述。
　　与丹青相识于文字。
世纪之交在《中国音乐教育》、《音乐周报》、《中小学音乐教育》等报纸、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系
列丹青的文章。
文中独特的视角、缜密的逻辑、流畅的行文以及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执著与激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真正与丹青相识则是在上海名师研修班上，感谢研修班主持人杨浦区名师、特级教师曹建辉，正因为
他聘我为研修班导师，我才得以与丹青、宝良等青年教师真正走到一起。
这些优秀后来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与睿智，以及研修班高质量有序的活动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学
习充电的快乐，并沉浸在喜见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愉悦之中。
　　丹青是上海市延安中学高级音乐教师，刚过不惑之年。
作为长宁区学科带头人、市名师后备人选，她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富有创意地活跃在高中音乐教学第一
线。
在“二期课改”的大舞台上，她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取得不俗成绩的佼佼者。
但我认为她在教科研领域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手中的这本书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
　　丹青能在教科研方面取得成功，我认为首先取决于她十分明确教科研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主动科学地探索教育内部规律的活动。
它主要运用科学方法与程序，通过表面现象探索教育的本质规律进而解决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
。
“开了那么多课，目睹了课堂上那么多鲜活的事例，为什么不把它们保留下来呢？
⋯⋯我一定要以科研带动教学实践，走科研先导的道路”，从丹青2003年在长宁区第五届教育论文颁
奖典礼上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丹青对教科研目的有着十分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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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长文库·回响在音乐教室的旋律：中学音乐教学中的人文关怀》以“音乐教学的人文性”为
文脉，对音乐艺术的情感性、音乐内容的人文性以及音乐学习的人本性等作了富有个性的阐述，并以
课题、教案、案例等形式汇总了作者20余年的教学经验与科研成果，既有因年限跨度而呈现出的观念
对比，又有因课堂主角而决定的研究型教师的理论践行，是一本贴近一线教师，尤其是一线艺术教师
教学生活的知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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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丹青，上海市普教系统曹建辉名师培养基地学员上海市延安中学音乐高级教师、长宁区优秀学
科带头人、长宁区优秀青年人才、长宁区优秀青年教师、长宁区艺术教育先进个人。
开创了“实践·示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对怎样发挥学生主动性、开发学生创新思维作了积极的探索
，从而形成了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教学风格。
所领衔的多项课题先后获得全国、市、区级科研成果奖，并努力开发校本课程、撰写校本教材，组织
指导了众多富有校本特色的艺术活动。
由于课内外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所在学校几轮被授予“上海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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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音乐教学中人文关怀的认识与探索第一节 背景与构想第二节 探索与实践第三节 效应与思考
第二章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人文性实践第一节 新课程理念下的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实践第二节 人文关
怀下的课堂教学策略第三节 拓展课中的人文关怀第三章 教案中的人文关怀第一节 聚焦人文第二节 透
视人本第四章 案例中的人文关怀第一节 课例闪现第二节 个案火花第五章 人文关怀下的校本课程建设
第一节 校本课程的提出第二节 校本课程的开发第三节 校本课程的实施效应第六章 人文关怀与民族音
乐文化传承第一节 研究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动因第二节 实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措施第三节 提升民
族音乐文化研究的认识第七章 人文关怀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第一节 “研究型教师”的口号提出第二
节 “研究型教师”的打造途径第三节 “研究型教师”的运作效应第八章 艺术人文伴我成长第一节 “
延安”学子之人文“旋律”第二节 “延安”教师之人文“和声”尾声人文关怀研究的启示与认识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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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师先从历史角度开始了提问：红军长征的起因与起讫时间是什么？
经过怎样？
途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长征的结果怎样？
有何历史性意义？
学生一一作了回答，不全者，老师做了补充。
然后老师又从地理角度提问了长征的行进路线、途经省市及其地理环境、气候特征。
一番讨论之后，终于点到了作品，然而又觉得还要补充关于文学诗歌的内容（歌词是文学诗作），大
半节课过去了，课堂上才传来等候已久的歌声。
由于时间有限，作品较长，这节课学生只完整听了一遍，而没机会对音乐进行分段作深层次的情感体
验。
　　可以发现，以上这节音乐课为了体现学科整合、文化综合，花了大量时间去探讨相关艺术、相关
文化，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音乐的本体属性与本体文化，显然这是对学科综合的一种误解。
因为音乐虽有文化的兼容性和关联性，但它是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教育，音乐教学的方法主要是从感
性人手，采用体验的方式，以情动人、以美感人，重视教育的潜效性。
情感性、体验性、形象性和愉悦性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原则。
因此，音乐作品中出现的历史、地理等文化只能作为一种知识的拓展渗透在音乐教学中体现。
丢掉以听为主的音乐属性而大谈特谈文化，无疑有点喧宾夺主。
教学中如果适当调整听与讲的比例，如果结合音乐的地方特征（民间音乐）来谈长征的途经省市，结
合旋律的蜿蜒起伏和节奏的徐缓沉重来谈长征的地理状况的险峻、环境气候的恶劣，那将是一种多好
的学科整合、多深的音乐体验！
　　（三）激励性与诊断性——一味迎合评价的激励性而放弃了必要的诊断性　　“二期课改”的《
音乐课程标准》在对学生学业的评价上作了评价功能、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与评价主体等方面的重大
突破，其宗旨除了公正全面、体现差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学生自尊、激励学生学习。
于是一些老师为了不冷落与不伤害学生，在其回答与交流之后，不顾答案正确与否，要么要求全班鼓
掌（小学更是那种整齐响亮而有节奏的掌声），要么就是带着惯性思维说“很好”，就连最起码的错
误都不予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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