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 1》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课程教学总目标是通过教授基本乐理知识、节奏训练和视唱练习三部分内容,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音乐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有效的训练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表现能力，并通过听唱引导学生了

解中国音乐文化。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基础乐理和视唱练耳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识谱的能力。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能利用自身音乐能力结合对作品进行理解与设计，准确表达乐曲的情感。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文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

度

课程名称（中文） 音乐 1
课程名称（英

文）
Music Ⅰ

课程代码 08120086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课程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1（2学时/

周）

理论学

分（学

时）

0
实践或实验学

分（学时/周）
1（2 学时/周)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音乐 2

适应范围 小学教育专业 面向专业 小学教育

开课学期 1 开课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群教

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 黄静

课程网址

制定人 黄静 审定人 柯甫凯



目标 1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

教育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

育专业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

小学学科教学工作。充分认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

经验的联系，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

践相联系。

3.1学识广博。 理解并初步掌握教

育学、心理学基本概念、原理；具

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通识知识，知

识结构比较完整，兴趣爱好广泛，

有一定特长或才艺。

H

目标2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

教育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

育专业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

小学学科教学工作。充分认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

经验的联系，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

践相联系。

3.1学识广博。 理解并初步掌握教

育学、心理学基本概念、原理；具

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通识知识，知

识结构比较完整，兴趣爱好广泛，

有一定特长或才艺。

H

目标3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

与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

根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

学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

学体验。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2 掌握技能。三笔字、普通话、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等基本教学技

能过关。

M

目标4

6.综合育人：理解养成教育对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意义，

初步掌握养成教育的基本规律。理解学科育人价值，能够

将学科教学和学生的道德品格培养有机结合。了解学校文

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主题教育、少

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6.1 全面育人。初步掌握小学生身

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的基本知

识，具有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

识。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

“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

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G谱表、F 谱表 2 0 2 目标 1

第二章
四分音符、二分音符、全音符

2 0 2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三章 八分音符与八分休止符 2 0 2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四章
附点四分音符、符点二分音符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五章 十六分音符与八分音符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

标 4

第六章
附点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与其他

节奏的组合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

标 4

第七章 切分音节奏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

标 4

第八章 3/8 拍与 6/8 拍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九章 2/4、3/4、4/4 拍中的弱起节拍节 6 0 6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和声听觉

主要知识点：键盘和音组、唱名与音名、谱号和谱表。

第二节 旋律记忆

主要知识点：C 大调自然音阶、构唱和熟悉七个基本音阶。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钢琴键盘上各音符的唱名与音名，并记住七个基本音符的位置等。

（2）初步学习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并记住七个基本音级在谱表中的位置。

（3）准确演唱 C大调音阶，形成基本良好的音高概念。

【重点难点】

重点：记住七个基本音符在高音谱表中的位置;准确演唱 C 大调音阶;难点：区分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各音符的

位置。

第二章（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四分音符、二分音符、全音符

主要知识点：认识三种音符的记法及相对应的休止符



第二节 大二度、小二度

主要知识点：大小二度基本概念、听辩大小二度、大小二度音程练模唱。

第三节 C自然大调视唱（一）

主要知识点：四四拍和四二拍图式，旋律的强弱变化和音准控制。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 C大调音阶二度音程的音高结构。

（2）合理利用节拍控制音符时值，用音量大小表现音符的强弱变化，注意乐句的划分。

（3）独立完成一条简谱视唱。

【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视谱，注意不同音符时值的长短;视唱中个音符的音高变化难点：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准确的识谱、

视唱中高低音的转换。

第三章 （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八分音符与八分休止符

主要知识点：八分音符与休止符的记法，节奏练习。

第二节 大三度、小三度

主要知识点：大小三度基本概念，听辩与构唱两种音程。

第三节 C自然大调视唱（二）

主要知识点：八分音符在视唱中的强弱、快慢，八分休止符在乐曲中的运用。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 C大调音阶二度三度之内音程的音高结构。

（2）使学生理解各音符在音乐中不同的特点。

（3）使学生对于旋律表达能力有所提升，使其对简谱视唱能力得到加强。

【重点难点】

重点：大小三度音程对比，准确把握八分音符;八分休止符的节奏符;八分休止符的节奏;难点: 八分休止符在音

乐中的准确使用、区分大小三度之间的唱觉变化。

第四章 （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附点四分音符、附点二分音符

主要知识点：认识两种音符的形态，2/4、3/4、4/4 拍子节奏练习。



第二节 纯四度、纯五度

主要知识点：纯四度、纯五度基本概念，听辩与构唱两种音程。

第三节 C 自然大调视唱（三）

主要知识点：三种节拍在视唱中的运用，2 拍和 3拍子的强弱变化。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 C 大调音阶四度五度之内音程的音高结构。

（2）体会附点音符的出现让旋律变得轻松，能边画拍子边准确唱出带有附点音符的节奏或曲谱。

（3）完成两条看谱即唱无升降记号的简谱视唱曲目。

【重点难点】

重点：分辨纯四度纯五度音程结构，了解附点音符的时值。

难点：附点四分音符节奏。

第五章（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十六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的组合

主要知识点：认识十六分音符，学习三种节奏型，相对应的节奏练习。

第二节 纯一度、纯八度

主要知识点：基本概念，两种音程的听辩与模唱。

第三节 C自然大调和 a自然小调的视唱

主要知识点：学习 a 自然小调音阶，对比大调和小调的旋律色彩。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 C 大调音阶八度之内音程的音高结构。

（2）短时值的十六分音符可以让小节饱满，通过各种节奏型练习让学生更清晰的体验十六分音符的节奏特点。

（3）准确演唱 a 和声小调音阶，注意音阶结构。

（4）对比大小调在音乐中的不同色彩，体验大调音乐的开阔性，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独立、坚定与自豪。

【重点难点】

重点：小调与大调之间的色彩对比;十六分音符节奏型及在旋律中的运用;难点：十六分音符在速度上的快而均

匀的控制、a 自然小调演唱时增二度的准确把握。

第六章（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附点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与其他节奏的组合



主要知识点：初步学习附点八分音符，对比两个八分音符和附点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尝试用附点八

分音符改编歌曲《幸福拍手歌》。

第二节 大六度、小六度、增四度、减五度

主要知识点：大小六度、增四减五度的基本概念，四种音程的听辩与模唱

第三节 C 五声宫调式

主要知识点：宫调式的结构、调式音级，视唱练习。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通过听觉练习和模唱练习了解大小六度的音程结构。

（2）初步掌握附点八分音符的节奏，准确的在视唱中表现出来。

（3）分析作品，引导学生有情感的演唱旋律，在旋律中体验民族调式的文化魅力。

（4）完成看谱即唱简谱视唱曲谱。

【重点难点】

重点：大小六度及增四减五度音程、附点八分音符节奏组合、C 五声宫调式;难点：附点八分音符在节奏上控制、

在视唱中合理的表现大小调带来的乐曲风格，初步改编歌曲节奏

第七章 （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切分音与切分音节奏

主要知识点：切分音基本节奏型，节奏特点，节奏练习。

第二节 大七度、小七度

主要知识点：基本概念，听辩与构唱两个音程。

第三节 带切分音的视唱

主要知识点：用切分音节奏练习 C 大调音阶，两种切分音的视唱练习。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通过听觉练习和模唱练习了解大小七度音程结构。

（2）通过节奏练习让学生感受两种切分音的速度变化，体会切分音的节奏特点。

（3）通过视唱练习进一步感受切分音特殊的强弱组合，表现乐曲欢快轻盈的色彩。

（4）完成看谱即唱简谱视唱曲谱。

【重点难点】

重点：大小七度音程结构;切分音节奏基本组合;难点：切分音强弱音的特殊表现形式、大小七度在旋律中的音

高控制。



重点：大小六度及增四减五度音程、附点八分音符节奏组合、C 五声宫调式;难点：附点八分音符在节奏上控制、

在视唱中合理的表现大小调带来的乐曲风格，初步改编歌曲节奏

第八章 （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3/8 拍

主要知识点：3/8 拍基本概念，节奏特点，节奏练习。

第二节 6/8 拍

主要知识点：6/8 拍基本概念，节奏特点，听辩与构唱两个音程。

第三节 3/8、6/8 拍子视唱

主要知识点：C 大调音阶，两种拍子的视唱练习。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以八分音符为单位拍的节奏特点。

（2）通过节奏练习让学生感受以八分音符为单位拍和以四分音符为单位拍的共性与区别。

（3）通过视唱练习进一步感受 3/8 和 6/8 拍的强弱组合，表现乐曲欢快轻盈的色彩。

（4）完成看谱即唱简谱视唱曲谱。

【重点难点】

重点：以八分音符为单位拍的旋律特点;难点：两种节拍的旋律速度的控制。

第九章（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全部自然音程

主要知识点：复习整理所学习过的音程、听辩与模唱各音程。

第二节 2/4、3/4、4/4 拍子的弱起节拍节奏（一）、（二）

主要知识点：三种节拍后一拍、后半拍和带休止符的弱起形式、三种拍子的指挥图式

第三节 G自然大调视唱

主要知识点：G 自然大调内各音的听辩、G 自然大调音阶练习、G 自然大调视唱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复习 C 大调内一度到八度音程，使学生进一步加强对所学音程的记忆。

（2）通过各种练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弱起旋律的乐曲特点，对乐句的划分有明确的认识。

（3）用首调唱名法和固定调唱名法演唱曲谱，初步尝试 G 大调旋律和 e 自然小调。

【重点难点】



重点：巩固所学习过的音程、弱起旋律乐句划分的特殊性、G 自然大调;难点：掌握弱起节奏的几种击拍方式（弱

拍弱起、弱拍弱位弱起、强拍弱位弱起）、弱起乐句的划分。

3. 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

型
资 源

教 材

1.许敬行、孙虹.视唱练耳（一）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赵方幸.简谱视唱[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冯往前.简谱视唱与听力训练[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主要参

考书

1.果征祺.视唱练习[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委员会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组.乐理与视唱[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

06.

主要教

学网站

1..http://www.xuexi365.com/{超星学习平台}

2.https://www.icourse163.org/（中国大学 MOOC）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

（1）知识讲授。通过系统的课堂讲授，让学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理解各种常用音乐符号和音乐术

语内在原理及其运用。在知识讲授过程中，注重学科知识的合理分解、有序讲授，兼顾点和面、表和里。这种

教学法易于把握所传递课程标准及教材中的知识内容，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系统连贯的知识。

（2）演示法。演示法又称“示范教学法”，是教师进行示范性的演唱、演奏，或采取现代化的试听手段，指导

学生获得感性知识的一种深化学习内容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能清楚、准确的感知演示对象，

并引导他们在感知过程中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在附点节奏的节点上如何更准确地把握，需要通过直观的听觉来

进行分辩与模仿。

（3）练习法。练习法是为形成一定的技能、技巧培养的创造能力，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反复多次练习完成课

内所学内容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学生更明确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反复演练来达到要求。例

如对旋律中音准的把握主要是用听觉判断，用歌唱肌肉器官来控制声音的高低强弱，这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达

到。

（4）讨论法。通过专题讨论，推动所学知识和实际应用的融合，为学生提供更为深刻的专业素养养成体验，使

学生更为主动的探寻音乐知识在专业实践中应用，更为细致的分析音乐中所蕴含着科学精神和思维。在专题讨论

中，力求调动学生合作学习，并积极推动生生、师生间沟通。

（5）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课程实践性较强，教学内容的落实是靠学生课外练习才能达到的，

这也是作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基础乐理和

视唱练耳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

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识谱的能力。

课前：引导学生课前阅读教材以及相关资料，初步了解学习内容，明确学

习的重、难点。

课内：讲授新知识；结合课堂练习，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有练习

的方法。

课后：采用现场和线上答疑。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

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现常规,

积累音乐语言。

课内：知识讲授和问题引导有机结合，教材、教具和黑板板书合理运用，

通过专题讨论，注重引导、运用、反思、讨论等环节设置，引导学生将本

学科知识与专业实际进行有效关联，初步培养学生反思和创新能力。

课后：采用现场和线上答疑。

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能利用自

身音乐能力结合对作品进行理解

与设计，准确表达乐曲的情感。

课内：知识讲授和问题引导有机结合，教材、教具和黑板板书合理运用，

通过专题讨论，注重引导、运用、反思、讨论等环节设置，引导学生将本

学科知识与专业实际进行有效关联，初步培养学生反思和创新能力。

课后：采用现场和线上答疑。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

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文化学习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课内：讲授新知识并结合作品分析。

课后：采用现场和线上答疑。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基础乐理和视唱练耳的基本

知识，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识谱的能

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课后作业；主要判

据为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中检查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

握音乐表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与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主

要判据为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能利用自身音乐能力结合

对作品进行理解与设计，准确表达乐曲的情感。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与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主

要判据为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中检查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

过音乐文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作品分析与练习。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在第 1 学期开课，以考查方式评价。平时成绩占 40%，其中课堂表现占 10%、作业占 20%、期中检查占 10%，

期末成绩占 60%。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

总成绩

的比重

平时

成绩

课堂

表现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基础乐理和视唱练耳的基本知识，培

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识谱的能力。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

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目标3：通过课程学习，能利用自身音乐能力结合对作品进

行理解与设计，准确表达乐曲的情感。

主要依据课堂的出勤；听课

的态度；回答问题的合理性、

全面性以及创造性来评定。

10%

作业

目标 1：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记忆、识谱和视

唱的能力。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

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目标 3：加强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具备音乐活动的基本教学方法。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文

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成绩按照学生的回课质量进

行评定。
20%

期中

检查

目标 1：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记忆、识谱和视

唱的能力。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

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目标 3：加强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具备音乐活动的基本教学方法。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文

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成绩按照学生的回课质量进

行评定。
20%

期末

考查
考查

目标 1：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记忆、识谱和视

唱的能力。

目标 2：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掌握音乐表

现常规，积累音乐语言。

目标 3：加强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具备音乐活动的基本教学方法。

目标 4：引导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文

化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期末考查是随堂个体面试完

成。考查内容：视唱两条（在

规定的考试乐曲中随机抽

取）及综合节奏练习一条。

成绩按照当时面试的质量进

行评定。

60%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

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

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来予以总体评价；分析课外作业完成情

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考勤记录、提问表现以

及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期

末考查质量分析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向个别学生访谈来

评价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

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

法手段等。

学生评价

采用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

标达成度的评价；学院组织学生课程目标达成度调查，进行课程

目标达成度的评价；通过课外交流，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

初反馈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

纲、课程教学、课程评价外；

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

学习方式方法等。

小组审核

由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系部主任、课程组组长、专家(督导)

等人员组成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依据任课教师和学

生评价，并结合必要的佐证材料或汇报答辩程序，审核本课程的

达成度评价结果。

供学院用于培养目标、毕业要

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

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

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八、课教学改进方案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很好掌握基本

理论知识，节奏

感强，音高分辨

准确。

能较好掌握基本理

论知识，节奏感较

好，音高分辨准确。

能掌握基本理论知

识，节奏感较好，

音高分辨基本准

确。

能基本掌握理论知

识，节奏感一般，音

高分辨基本准确。

能基本掌握基本理

论知识，节奏感音

高分辨不准确。

目标 2

能很好运用音乐

语言，视唱流畅

完整。音高准确，

乐句呼吸自然顺

畅，强弱快慢把

握准确。

能较好运用音乐语

言，视唱流畅较为

完整。音高准确，

乐句呼吸较流畅，

强弱快慢把握较准

确。

能运用一定的音乐

语言，视唱较完整。

音高部分不准确，

乐句呼吸基本准

确，强弱快慢把握

尚可。

能掌握一定的音乐语

言，视唱能完整演唱

但不流畅。音高不能

完全准确，乐句呼吸

基本准确，强弱快慢

把握一般。

不能运用基本技能

完成视唱，音高不

能完全准确，乐句

呼吸错误，强弱快

慢不稳定。

目标 3

能很好运用综合

知识分析乐曲，

准确理解乐曲风

格，有突出的音

乐表现力，情感

表达到位。

能较好地运用综合

知识分析乐曲，较

为准确地理解乐曲

风格，有较好的音

乐表现力，情感表

达较好。

具备一定的分析乐

曲的能力，较为准

确地理解乐曲风

格，有一定音乐表

现力，能表达一定

情感。

运用综合知识分析乐

曲的能力一般，对乐

曲风格的理解能力一

般，音乐表现力较弱，

情感表达不够到位。

运用综合知识分析

乐曲的能力较弱，

对乐曲的风格不能

准确理解，音乐表

现力弱，情感表达

较差。

目标 4

能很好的运用所

学的音乐知识与

音乐素养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

能较好的运用所学

的音乐知识与音乐

素养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能运用所学的音乐

知识与音乐素养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能基本运用所学的音

乐知识与音乐素养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能运用所学的音乐

知识与音乐素养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

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

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

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