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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TBL ( team-based learning)教学法在音乐教学法课程中的具体实践运用。设计了

详实的教学过程及具体的教学问题与评价方案,为各高校音乐教育理论教师应用TBL教学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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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Cases Analysis of TBL Teaching Method in Music Teaching Method Curriculum 
Reform 

-- Taki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Jiang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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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BL (team-based learning) pedagogy 

in music pedagogy courses, designs detailed teaching process and specific teaching problems and evaluation 

sche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B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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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TBL教学方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大

学Michaelsen教授2002年创立的。他将

商业界的团队协作模式拓展运用到医学

院校的课堂教学中,而后逐渐被推广到

其他学科。[1]2009年,中山大学的王庭槐

教授等团队首次使用,即以团队为基础

的教学方法,因其具有提高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缜密的推理能力,能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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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课程的概念和知识,解决实际

的问题,尤其对能力稍弱的学生有较

强的促进作用,故此教学法在中国被

推广使用。 

TBL(team-based learning),即团

队合作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以团队为

主体形式的教学模式。一个大班分成若

干个小组单位(每个小组4一6人,视班级

人数的实际情况而定),采用三步法来教

授学科内容：①布置学生课前预习(包括

阅读书籍或者观看视频文件、影像资料

等)完成课前任务。②课堂上分别进行个

人以及小组测试；③教师设计应用性练

习或者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来巩固学生所

掌握的知识点。[2]新时代下,卓越美育工

作者要求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理性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等素养。本文旨在将TBL

教学法引人音乐教学法课程改革中,充

分发挥其优势,为各位教师在音乐教学

中提供参考。 

1 为什么要改革？ 

自“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全面实施

以来,素质教育已成为21世纪我国教育改

革的旗帜和行动指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素质教育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课否

认的是,我国培养出来的学生表现出来的

是身体素质滑坡、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负

面情绪多、实践于创新能力不足等素养发

展不全面的问题。[3]2020年,教育部颁布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教育阶段开

设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

新能力培育为重点的艺术课程。高校音

乐教育课程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十分

重要的,于是提出新时代下的音乐教育

专业的课迫在眉睫了。 

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社会的背

景下,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变得的越来

越激烈,已经从过去的生产力水平竞争,

转化为深层的以人才为中心的竞争。在

这种国际格局下,一切有识之世都认识

到,取胜的关键在科技,实质在人才。为

此,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致力于公民素养

的提升,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

主题。 

2 如何改革？ 

笔者所在大学是综合性大学里音乐

学院。其优势是学生在学校里能够跨学

院、跨专业的选修课程,综合类的学科知

识能够为学生带来新的知识体系的建

构。而其它专业的教学方法也是可以被

借鉴到音乐学科里使用的。 

2.1改革内容 

笔者教学的课程是《音乐教学法》,

该课程是根据以国家师范认证专业的复

合型应用型音乐人才为培养路径,“一专

多能”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思想理念来设

计的。在课程中,以“乐器课堂”为项目

的形式,以中小学音乐教材作品的编排

与演奏为项目的主要内容,将中西教学

法进行充分融合,达到多元化音乐教学

法学习的目的。课程的特点是打破了国

界,实现了多元化创新探究在课堂上的

体现。即将世界著名的奥尔夫乐器与中

国民族乐器的编配与结合；奥尔夫乐器

与合唱的结合等等。课程的学生来自音

乐教育班与合唱指挥班,两个班级在前

期所学的课程都有所不同,将这两个班

融合在一起恰好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音乐教育与合唱指挥系的

特色。 

课程的内容分为“中小学音乐乐器

课堂”与“中小学第二音乐课堂”作品

编排与演奏。项目1：中小学音乐乐器课

堂。是运用奥尔夫乐器+小四弦设计中小

学音乐教材作品的编排、演奏与教学设

计方案(教案)。项目2：中小学第二音乐

课堂。是运用奥尔夫乐器+小四弦+合唱

设计适合中小学学生学习与演奏的音乐

作品与教学设计方案(教案)。 

课程的目的是培养用多元化理念

与视角,学习掌握并运用中西方音乐教

学法在实践中体验。通过每位学生的亲

身参与,并在老师的个别指导下完善作

品,结合所学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进行

教学设计方案的书写。完成从理论——

实践——完善提高理论的过程。通过课

程改革,培养学生“勇于探究”“实践创

新”“勤于反思”“高效解决问题”等核

心素养。 

2.2改革方法 

TBL式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团队为主

体形式的教学模式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

方法。是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完成的。

线上是即将课程的教学资料上传到课堂

派的资料库里,让学生事先进行学习理

解。线下则将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5—8

人。课堂上老师针对线上的教学内容进

行分组测试与展示。笔者会设计一些应

用性练习或者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来巩固

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点。 

具体做法：第一步,线下部署本学期

课程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清单。班级40名

学生自由组成5-8人一组,必须是音乐教

育与合唱指挥两班的学生搭配,由组长

认领不同的任务。第二步,在线上课堂

派中上传教学资料和讲解的内容。根据

不同组别的任务分别由针对性的添加

相应的教学内容。第三步,线下课堂上,

每组同学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别接受教

师的测试,即对作品的理解与展示。TBL

式的三部教学法在音乐教学法课程里

使用的优点在于：打破以往的传统理论

式教学模式,深度提高了学生的主动学

习积极性；改变传统的笔试考核模式,

将平时的测试考查与过程性观察考查

结合起来,其 后的成绩具有很强的真

实性和实践性。 

3 改革成效 

3.1课程目标达成度 

3.1.1本次改革课程的实施已经

100%的达到本课程的目标。 

3.1.2学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3.1.3通过对项目的研究,学生充分

了解中小学音乐学科特点,并运用到项

目设计之中。 

3.1.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于

中小音乐课堂与第二音乐课堂(社团)有

了进一步的研究。 

3.2学生学习效果 

3.2.1学习积极性质的飞跃提高。传

统音乐理论课程比较枯燥,学生难有热

情。本课程的改革使学生从传统的被动

接受知识到主动的积极思考拓展知识,

是一次散发性思维与学习主动性的飞跃

提升与拓展。为了作品的编配,全组成员

通过查找互联网、教材、乐谱,不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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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各种编配的音响效果：录音—修改—

录音,反复听,反复改。 

3.2.2创新性能力增强。课程改革充

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性。从 初任务(曲目)

的确定到作品中乐器的配置,运用该作

品进行教学设计与说课稿设计都是在小

组长的带领下研究出来的。为了设计出

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作品,全组成员将先

前所学的理论知识充分地运用与拓展,

但不局限于已学知识,积极创新更多的

节奏表达方式, 后呈现出来活泼欢快

的作品。 

3.2.3自信心的爆棚。音乐的世界里

没有对错,只有审美。学生们充分挖掘音

乐美,探究乐器音色与人声美的结合,在

一次次的作品修改中提升自己的审美能

力。在乐器的合奏、合唱的和声编排、

队员与指挥的默契配合过程中,不断的

挑战与突破自己的设限,学生们的自信

心在历练中得到充分的提高。 

3.2.4写作与表达能力提升。本课程

的学习是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学习

过程中,要求每组学生每周做项目小结,

项目设计修改汇报,教学设计与说课稿

的书写,PPT的制作等等,充分培养了大

学生的职业素养。 

3.2.5集体责任感增强。本课是音乐

教育班与合唱指挥班组合在一起的大课

程。经过一个学期的磨合,两个班的学生

已经融合为一个大集体,她们都为自己

本组的作品献计献策,为了每一次的排

练都能有好的效果,大家齐心协力,共同

分析共同修改。为了 后的考核顺利,

为了不给自己小组拖后腿,有的学生带

病参加训练与考核。这是以前传统课程

里根本看不到的景象。 

3.2.6求知欲望增强。通过一个学期

的探究与学习后,学生感觉到知识用时

方恨少,自学更多的国际教学法的内容,

并用于本组的作品设计。学生在本组的

项目成熟后,并不满足于现状,希望继续

将作品向更宏大的目标发展。如全班40

人一起设计合奏大型的作品,并在此基

础上分生出很多适于不同年龄段的中小

学生的音乐课堂与社团。 

4 小结 

TBL教学模式给本课程的教学改革

带来了创新与活力,总结课程的创新点

如下： 

(1)音乐理论知识在实践探究中得

以深化。理论指导实践在本课的改革中

是显而易见的,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指

导”。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

通过实践探究进一步深化透彻理解理论

知识,在实践中充分应证理论之规律。 

(2)实践探究之中融入核心素养的

培养。“以人为本”的课程改革是核心

素养的教育目标,“以学生全面发展为

中心”的课程改革为目标。在本课程

的进程中,大学生的核心素养,即创新

力、自信力、责任感都得到很好的锻

炼与培养。 

(3)实践探究之中渗透人文素养的

培养。学生在学期考核时的小结表述、

教学设计描述以及总结报告陈述是本课

程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三步曲,由简单

到复杂,小篇幅到大篇幅,人文素养循序

渐进地得以成长与提高。 

课程改革体现出新的音乐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音乐教

育人才是接地气的,是全面的,也是符合

国家音乐师范认证中人才培养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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