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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 什么是课题 什么是课题研究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 这样问好像很不专业 , 可很多

同行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在我成为 《白族歌舞进校园》 这一课题研究的负责人之前 , 确实也对

“做课题 ”理解得不够透彻 , 觉得课题这个范畴离自己很远 , 不知该怎么去做这个课题 。 年

月 , 我负责的课题 《白族歌舞进校园 》 被省教科院列为规划课题 , 我校聘请了相关领导 、专家往

临我校指导我们开题 , 通过专家们的指导 , 我豁然开朗 , 对课题有了自己的理解 。

一 、课题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
通常 , 在大家脑海中的印象 , 课题是一个教学内容的名称 , 比如说一篇课文的课题 、某一课

的课题 、一个单元的课题 , 等等 。然而课题研究中的课题指的是 , 一个具体的 、结合本校实际的

教学内容 , 这个内容要在全校学生中进行教学 、推广 要在课题组成员中进行探讨 、研究 通过

课题研究 , 把教学经验推广 , 把研究出的教学成果共享 。叶圣陶先生说 “艺术是多么有趣的事

儿 ……如果学生既能了解又能实践 , 就个人说 , 就将终身受用不尽 , 就社会说 , 就是进入美善的

一个重要因素 。 ”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对音乐艺术的学习 , 音乐对于孩子 , 就像快乐小鸟的
翅膀 , 把孩子带到艺术的高空飞翔 ,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因此音乐教育课题研究 , 意义深远 。

在 《白族歌舞进校园 》这一课题开题后 , 我们课题小组寓歌舞教育于常规教学中 , 全面推动

素质教育 。在音乐 、美术 、体育 、语文 、英语 、手工等课堂中渗透 “白族传统节日” “白族服饰

欣赏 ” “白族民间歌舞 ” “白族传统乐器 ”等民族文化知识 , 进一步丰富学校教育内涵 , 开辟民

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新方式 。此外 , 学校还通过举办 “我们的校园文化三月街 ”等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 , 进一步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潜能 , 提高动手能力与团结协作能力 。学校还形成了档

案袋评价机制 , 记录每个学生在 《白族歌舞进校园 》 后的成长经历和学习过程 。

对于课题研究开展前后学生们的转变 , 我校的教务副主任赵永英老师感受颇深 “就拿语文

课来说 , 同学们的作文素材更丰富了 , 语言更生动了 , 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表达也更多了 。 ”

我校的英语教师杨志江也谈到 “相比起以前按部就班的教学模式 , 如今的教学方式显然更胜一

筹 。在多样的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 , 我们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同学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认识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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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现同学们在书本知识以外的闪光点 。一些成绩欠佳的同学也有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 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也更强了 。 ”

经过反复的推敲 , 我将课题研究的内容确立为以下六个方面 、 白族歌舞进校园的意义

、 白族歌舞进校园的途径 、 白族歌舞进校园的方法 、 白族歌舞进校园的形式 、 白族歌

舞进校园的规律 、 白族歌舞与白族文化的关系 , 包括白族歌舞的特点 , 白族歌舞的丰富性 、地

域性 , 以及如何促进白族文化的发展 。

这样一来 , 《白族歌舞进校园 》 这一课题 , 就具备了丰富而有意义的研究内容 , 整个课题小

组的成员也会知道自己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该做什么工作 , 我们课题小组也将会围绕这六方面的

内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 , 形成我校的校本教材 , 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

年一期第十一︽音乐童几︾二 、课题的提出源于音乐教育实践

那么 , 课题申报时又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换句话说 , 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 《白族歌舞进

校园 作为我校的课题研究内容呢 音乐实践就是音乐教育研究中最大的课题来源 , 这还得从我

的一次教学经历说起 。记得一次音乐课上 , 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 “同学们大家穿过白族的服装

吗 ”这时 ,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没有 。 ”这个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 , 因为有的学生演

出时才穿过 。我再接着问 “谁都没有穿过 , 那你们见过白族服装吗 ”学生的回答依然是 “没

有 ” 。学生怎么可能没有见过白族服装呢 我进一步启发 “那大家见过在大理街上她们穿的有

包头的服饰吗 ”这时有一个孩子抢着说了 “哦 , 老师 , 你说的是金花吗 金花的衣服 。 ”这

句话说了出来 , 学生们才一下子明白过来 , 纷纷讨论起来 。

就这一次教学经历 ,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小而又小 , 不瞒大家说 , 在开题报告中写出来时 ,

我自己也很不自信 , 生怕专家们认为 , 上升不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 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也拿到桌面

上来说 。可结果不是这样的 , 当我读完开题报告 , 专家们点评时 , 都对这个细节给予了肯定 , 都

一致认为研究的内容贴近师生生活 , 选题简洁而有特色 , 符合本校实际 。
其实 , 课题就蕴含在师生教与学的过程中 , 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内容并不神秘 , 很多日常教学

中的细节里都隐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六年级学生韩敏在日记中写到 “ 《白族歌舞进校园 》 活

动不只为我们带来了动听的旋律 , 优美的舞蹈 , 还让我切实体验到了当 小̀金花 ' 的乐趣 , 丰富

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浓厚的白族文化渗透到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 也感染了我们每个人 , 这些都

将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 ”通过活动的开展 , 学生们深切体会到白族是一个勤劳 、 智慧的民族 ,

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也更加强烈了 。

经过这些教学收获我体会到 科研没有固定的模式 , 更不是遥不可及 , 只要我们有心 , 注意

对日常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观察 , 就可以发现一些教育工作中以往没有发现的偶然现象 、新问题或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促使我们不断思考 , 寻找解决的途径 , 在教学生活中得到启示 , 找到教育

的契机 , 从小细节中找到大道理



三 、课题研究的过程就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

课题研究的过程记录着该课题的探究历程与探究方法 ,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在课题研究的

过程中 , 我校设定了每周的星期二为白族服饰体验日。因为白族服饰是白族文化的一个层面 , 也

是白族歌舞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天白族服饰体验日 , 学校发动全校学生穿自己的白族服装 , 由

于刚开始 , 没有白族服装的学生也可以穿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 。学生可激动呢 通过我的仔细

观察 , 我发现有的穿了平时自己喜欢的裙装和牛仔装 , 很多学生在民族服装外面穿了校服 有的

是把服装拎在袋子里 有的不愿意戴包头 有的明明自己有却不愿意穿 。看来 , 白族的文化内涵

要走近学生还有很长的过程 。我问了几位学生 “穿上白族服装是什么感觉 ”学生告诉我 “心

情好的感觉 ” , “很高兴 ” , “害羞 ” , 有的学生甚至问 “可不可以天天穿 或是可不可以不

穿 ”高低年级学生心理形成鲜明的对比 , 而且孩子们的服饰可丰富呢 , 有彝族 、傣族 、维吾尔

族 、藏族 , 白族最多 , 说明从白族歌舞进校园的课题开题以来 , 已经初见成效 。孩子们的服饰色

泽艳丽 、 风格各异 , 两排身着民族服饰的快乐小使者 , 向师生问好 , 创设了独特的校园文化氛

围 , 吸引了很多家长和路人的目光 , 成为学校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 。接下来的几个民族服饰体验

日 , 小金花和小阿鹏还主动执起了勤 , 向师生问好 , 展示白族歌舞 , 传播白族文化

可见 , 课题研究的过程能唤起师生探索与创造的欢乐 , 激发认知兴趣和学习动机 课题研

究的过程能展现思路和方法 , 教会人怎样学习 课题研究的过程帮助我们建构进取型人格 , 通过

“效能感 ”完善自我 课题研究的过程对于实施素质教育所要求的 “智育 ” , 展现知识的产生和

发展过程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积极探索教与学过程中促进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有效交融的科

学策略 , 正是帮助师生教与学方式的有效转换 , 创造有效教学和高效教学的关键措施 , 更是广大

中小学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与发展的途径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就是在这

个动态的过程中 , 教师不断地摸索 , 学生不断地学习 , 师生教与学的过程中我们才会不断有新的

发现 , 从而在课题研究中取得新的成果

年一期第卞一︽乐童音︾

四 、课题研究能让教师获得专业成长

教师专业成长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教育工作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 “教育观念 、 教育的理念 、

教育的理想植根于教育的基本认识 , 形成于教育的实践之中 。 ”教师专业发展的话语在西方源于

世纪 年代 , 主要包含专业理念 、专业知识 、 专业能力三方面的内容 。音乐不是封闭的体系 ,

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 , 如 音乐的基本理论 、歌曲的歌词都与文学流派 、 文学理论有着密

切的联系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 使音乐与数学结缘 ……音乐教育课题研究不仅与音乐教师的科研

能力和教学水平密切相关 , 也使整个课题小组的教师在课题研究的过程获得专业成长 。

在 《白族歌舞进校园 》这一课题开题后 , 课题小组的老师们利用学科综合的理念将白族文化

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 , 将 白族歌舞一起带入了课堂 。做课题的过程中 , 老师们经常面对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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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 , 天天面对不同的状况 , 发掘新知识 。尤其是今年六一节 , 我校举办了大型的歌舞盛会 “我

们的文化三月街 ” 后 , 师生都充满了新鲜感 , 我也感受到学生潜能的挖掘 , 必须有她们 自己的

亲身体验 。好多老师也感受到 , 虽然是音乐的课题 , 可对其他学科也有促进作用 , 尤其是对写作

能力的提高 。学生们用一段段话语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 写得丰富而感性 , 比平时读优

秀作文效果好多了 , 这就为今后学生自己创编歌词做好了准备 。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几首童

谣 , 还用数字 一 写了一首白族童谣 《戏数歌 》 , 朗朗上口 、 风趣易记 , 让学生在玩中学 、 学中

玩 , 师生都体会到了快乐和乐趣

我们知道 , 在知识激增 、 信息爆炸的时代 , 储存了多少知识不是最重要的 , 而学会如何寻

求和获得知识将更有意义 。所以在课改后 , 在教学活动中 , 老师们都更加注重学生学习知识的过

程 。做课题也是一样的 , 一定要注重这个课题研究的过程 。课题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以课堂为主

体 , 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过程 , 也就是师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 、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活

动 。我们经常讲的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 , 强调的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实现教师教与学的统一 。教师

和学生的发展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 因为在师生的相互作用中 , 教师会受到很多启发 ,

甚至会在教学上不断有意外的收获 , 对学生会有更多的了解 。这些无疑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很

重要的积极作用 , 而且整个做课题的过程就是在全面地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 , 学生受益了 , 对课

题研究就是更深的理解和突破 。

很多学校的教师也觉得这一活动很有特色 ,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也有老师对白族服饰体验

日的目的和意义 , 作了更加深刻的思索 , 给了我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还有的老师认为 让学

生们在这一天里不仅是体验和展示 , 还能再挖掘出更深的教育内涵和教育资源 ……虽然有时避免

不了老师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议 , 但是我却很欣慰 , 因为整个课题小组的老师们都在积极地参与

《白族歌舞进校园 》 的课题 。只要我们细心观察 、不断完善 , 老师们的参与和建议就能在课题研

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课题研究的每一个细节和过程不仅让教师们学习了学科专业的内容 ,

还学到了不少教学上实践性的知识 , 甚至非学科性知识也得到了发展 , 比如 师生交往的技巧 、

挖掘学生潜能的方法 、 激发学生兴趣和信心的手段 , 等等 。所以说 , 课题研究帮助老师获得了教

学水平的提升和教师专业化的成长

总之 , 将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与音乐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 不仅提升了音乐课

题研究的规范性 、科学性和有效性 , 还为我们自身的专业化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 也为我

们的教育活动创设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作为音乐教师如果思维水平 、理论水平不提高 , 只能是一

个教唱歌跳舞的音乐教师 , 要转变成为专家型 、学者型的音乐教师 , 课题研究能给我们很大的帮

助 。我在课题研究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 , 还将不断探索 , 力求做到 “人无我有 , 人有我新 ” , 为

教育的 “全人 ”培养 , 奉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