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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

音乐课堂实践教学中“档案袋评定法”的个案研究

白　英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０）

摘　要：档案袋评定是课程评价范式中质性课程评价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本文立足音乐课堂实践教学中“档案袋评定”方

法的个案研究，对“音乐活动档案袋”的理论基础、设计与构成进行分析与反思，并透过个案研究探讨适合音乐课堂实践教学

的“档案袋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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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袋评定法（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兴起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它是课程评价范式中质性课程评价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最具有代表性的

方法。根据课程内容与性质的不同，“档案袋评定

法”的分类也多种多样，例如美国格莱德勒教授把档

案袋评定分为理想型、展示型、文件型、评价型以及

课堂型。比尔·约翰逊则把档案袋评定分为最佳成

果型、精选型和过程型。［１］２０５我国学者也有将档案袋

评定分为过程型档案袋和成果型档案袋。［２］作为一

种强调实践的评定方法，档案袋评定往往与专业、课

程、教师、学生等因素紧密联系，在档案袋设计、分析

及评价过程中有极大地差异性。

课堂教学评价是促进学生成长、教师教学能力

发展以及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在高校音乐课

堂教学评价中，由于综合实践环节的个体差异及评

价多元性，其实践教学环节成为评价的难点，学生

“音乐活动档案袋”的评价方式为课堂教学评价提供

了崭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尝试。

一、影响“音乐活动档案袋”构成的相关

要素

影响“音乐活动档案袋”构成的相关要素包含教

师、学生以及音乐教学资源，他们在档案袋的构成中

起决定作用。

（一）要素一：教师

在音乐课程实践授课环节中，强调教师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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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计的连贯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学内容的针

对性以及教学评价的多元性。音乐教师在实践教学

中具有多重身份，其流畅的角色转化对完成“音乐活

动档案袋”的设计与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１．作为“音乐活动档案袋”的策划者

教师实践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其音乐

教育理念，２０世纪以来，以美国戴维·埃里奥特教

授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理论逐渐受到重视，

在音乐教育活动中更强调通过学习者参与和体验来

表达音乐，加深文化的理解与交流。教师的知识背

景、个性特点都深刻地影响着教学的细节及对学生

的非正式评估，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活动设计

方案”并引导学生完善“音乐活动档案袋”。

２．作为“音乐活动档案袋”的引导者

在音乐课程实践活动授课中，教师需要运用有

针对性的音乐教学方法引导和促进课堂实践活动。

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参与活动设计，并在教师的指

导下不断完善自己的音乐设计。这种由教师不断引

导，由学生不断修改并最终完成的音乐设计被“音乐

活动档案袋”记录下来，成为“过程型”档案袋的典型

方式。

３．作为不断成长的学习者

音乐实践课程的授课在师生的音乐活动中发

展，学生的即兴活动往往会激发教师的授课激情与

创造力，教师在与学生的“创作碰撞”中也会获得许

多灵感。通过“教学相长”师生共同进步。因此，“音

乐活动档案袋”记录下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历程，

并使教师积累了大量的一手教学和研究资料。

（二）要素二：学生

“音乐活动档案袋”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记录音

乐课堂学习过程的有效途径，使学生养成关注过程

和积累学习资料的习惯，另一方面档案袋中的学生

评价部分是音乐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

１．作为“音乐活动档案袋”的实施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程中音乐实践教学计划、

目标、过程、效果都需要通过学生的音乐活动体现出

来。因此，学生是“音乐活动档案袋”的具体实施者，

他们通过对档案袋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最终形成完

整的音乐活动档案资料，其中既包含学生对教师的

教育理念、授课方式、音乐素养等内容的非正式评

估，也反映了学生对自我成长过程的关注以及对自

我潜力的发现。

２．“音乐活动档案袋”体现系统的学生评价

“音乐活动档案袋”中不仅包含了学生对课堂教

学效果的评估，同时，也包含对学校所提供的音乐教

学资源以及资源合理运用等问题进行潜在评估。透

过对学生“档案袋”的分析与比较，可以获得系统的

学生评价，并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三）要素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在音乐课堂

实践教学环节中教学资源主要包含完善的音乐教学

设备、良好的音乐教学环境创设以及充足的音响、音

像教学材料等，授课教师在课前需要针对音乐活动

精心准备相关的教学材料，使音乐课堂实践教学更

加流畅和完整。

二、“音乐活动档案袋”的设计与构成

“档案袋评定”的分类方法与课程性质密切相

关，在众多不同的档案袋类型中选择适合音乐课堂

实践教学的档案袋设计是研究的基础。它包含实施

的理论依据，典型课程的档案袋分析以及对课堂教

学效果的反思三部分。本文选择格莱德勒教授的

“理想型”档案袋作为设计基础，并以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２０１４级学前教育专业（艺术方向）《儿童音乐剧

排练与表演》课程实践教学为个案研究，思考区别于

美术、文学等其他人文课程的档案袋设计。

（一）选择“理想型”档案袋的原因

“理想型”档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档案袋评定方

式，它分为“作品产生过程的说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

ｗｏｒｋｓ）”、“系列作品（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ｏｒｋｓ）”和“反思

（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三部分。
［１］２０４

“音乐档案袋”在设计之初就需要面对音乐材料

的特殊性问题，“构成音乐特殊性的一切其他因素，

其根源都在于音乐是以声音作为其物质材料的。”

“一些艺术直接地为我们展现现实的某些因素，而另

一些艺术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例如绘画能够直接地

反映空间的、视觉上能够把握的一些特性，音乐却正

好相反，以间接方式展现出视觉因素，并依靠听者的

联想和想象。”［３］１５－２０

美术作品的空间性质能够使其通过具体作品及

图片保留下来，而音乐课堂实践教学则不同，学生对

于音乐的听觉感受及其联想和想象过程需要借助其

他艺术形式记录下来。“音乐活动档案袋”的设计首

先需要关注学生对于音乐实践活动的感受、体验、联

想、想象的文字表述，因此不仅教师需要通过活动设

计方案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线索，学生更需要对

自己的音乐实践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说明，“理想型”

档案袋的步骤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课堂音乐活动设

计的理性线索，并引导学生通过文字形式记录下体

验与思考的过程。

（二）理想型“音乐活动档案袋”设计的具体内

容———个案研究

音乐实践课程中既包含培养学生某一技能的专

业技能课，如《钢琴》、《声乐》；也包含以提高学生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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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为目的的整合课程，例如《奥尔夫音乐游

戏》、《儿童音乐剧排练与表演》。本文透过《儿童音

乐剧排练与表演》课程的“音乐活动档案袋”对档案

袋评定方法进行个案研究。

１．作品产生过程的说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ｗｏｒｋｓ）

《儿童音乐剧排练与表演》课程立足戏剧表演、

儿童音乐创作、手工与教具制作、绘画等领域，综合

学生多种艺术实践能力，最终以儿童音乐剧的形式

展现教学成果。其中“作品产生过程的说明”包含教

师与学生两部分。教师要求每位同学完成《我的音

乐剧活动方案》，其中具体内容如下：

（１）“我的音乐剧”文本选择。

（２）我对角色的理解。

（３）音乐剧中音乐部分的设计方案（歌唱、音乐

背景、舞蹈音乐等）。

（４）活动展示文字与图片。

（５）“我的音乐剧”设计与表演的反思。

学生按照教师对音乐剧活动提出的要求及说

明，以小组形式提交《我的音乐剧活动方案》，并进行

文字表述与课堂表演。学生首先需要结合学前教育

专业特点对活动文本的选择进行文字说明，文本选

择既包含对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的引用

与改编，也包含根据某一儿童故事片段进行的故事

改写，在文字说明中学生根据设计需要将故事改编

成话剧剧本，包括分幕、人物设计、场景构思等等。

其次学生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下小组活动排练的细

节以及个人排练的特写，并对图片进行详细的文字

描述，记录活动的流程并阐述个人在活动中承担的

角色及感想。

２．系列作品（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ｏｒｋｓ）

在学生提供的《我的音乐剧活动方案》中具有原

创性、最能够体现学生音乐整合能力的部分就是音

乐活动设计，其中既包含对音乐的选择与改编，例如

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通过拼接、创作等方式融入

儿童音乐剧的活动细节，也包含对活动展现方式的

选择，例如通过音乐、舞蹈、朗诵等方式展现自我，音

乐部分往往是小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以下是

２０１４级学前教育专业小组音乐活动列表，图表中展

现了学生对音乐的选择情况以及对音乐活动的展现

方式。

表１　

儿童音乐剧题目 文本来源 角色人数 音乐的选择 展现方式

守株待兔 成语故事 ９人

儿歌《锄禾》 歌唱与舞蹈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作品《彼得与狼》片段 背景音乐

《得意地笑》 舞蹈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片段 独唱

音乐儿歌韵律唱《一年之计在于春》 朗诵

《兔子舞》 集体舞

与海共生 创编故事 ６人

钢琴演奏背景《海洋天堂》 舞蹈

《欢快的旋律》 独舞

钢琴演奏《别看我小》、《海之女神》片段 背景音乐

《让我们荡起双桨》 歌唱与舞蹈

快乐的小猴子 创编故事 ８人

儿歌《快乐的小猴子》 歌唱

《春天在哪里》与《花与蝴蝶》 舞蹈

《我爱小青蛙》 歌唱

《小猪歌》 歌唱

卡米尔·圣－桑作品《狮王进行曲》 背景音乐

《泰山与安妮》 集体舞

三只小猪 儿童绘本 ９人

儿歌《三只小猪》 歌唱与舞蹈

《彩虹的微笑》 歌唱与舞蹈

《劳动最光荣》 歌唱与动作

《粉刷匠》 歌唱与动作

《加加油》 集体舞

乌鸦与狐狸 寓言故事 ８人

《森林狂想曲》片段 背景音乐

《上学歌》 歌唱与舞蹈

《健康歌》 歌唱与舞蹈

《幸福拍手歌》 集体舞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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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儿童音乐剧题目 文本来源 角色人数 音乐的选择 展现方式

丑小鸭 童话故事 ９人

《外面的世界》 多声部演唱

班瑞德《迷雾森林》片段 背景音乐

《雪绒花》 舞蹈

《我爱洗澡》 歌唱与舞蹈

《春之声》圆舞曲片段 集体舞

绿野仙踪 童话故事 ８人

龙卷风 背景音效

《小红帽》儿歌 歌唱与舞蹈

《ｂａｂｙｌｏｖｅｓｂｌｕｅ》 双人舞

《小草》 歌曲独唱

《向快乐出发》 集体舞

贝多芬《Ｇ大调协奏曲》片段 背景音乐

白雪公主 童话故事 ９人

《雪绒花》 歌唱

门德尔松《ｅ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片段 背景音乐

《亲爱的小孩》 舞蹈

莫扎特《Ｇ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片段 背景音乐

《爱的华尔兹》 集体舞

　　在音乐档案袋的“系列作品”环节中，学生附有

活动音乐的曲谱以及文字说明，虽然这些文字、图片

的描述不能全面的展示学生在课堂中的音乐活动，

但是作为档案袋评定的一种尝试，将音乐活动的设

计思路、活动方案保存下来并通过录像的形式记录

下最终成果，其中既展示了学生的音乐表现力，也将

学生对舞台背景、服装、道具等综合实践能力记录下

来。音像制品也是音乐档案袋“系列作品”中的一个

独特的部分，它与文字、图片记录相互呼应，使“系列

作品”环节更为完整。

３．反思（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理想型”档案袋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反思

（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在“音乐活动档案袋”中既包

含教师对音乐活动教学的评价与要求，也包含学生

对自我音乐活动设计和课堂艺术表现的反思。通过

“档案袋”的形式，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师生在课堂这

一特定情境中的评价差异。

例如在《儿童音乐剧排练与表演》课程中教师对

音乐课堂实践活动有以下评价准则（如图表２）。

通过对学生“反思”环节的整理，在６６份“音乐

活动档案袋”中，学生对《我的音乐剧活动方案》课后

反思情况如表２－３：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教师与学生对课程的关注点

有一定的差异，教师更关注剧本、道具与服装、音乐

创编、综合艺术表现力、音乐剧排练环节等内容，而

学生在课后反思中更关注个人的成长、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以及通过音乐剧活动找寻自己在音乐能力方

面的不足。“理想型”档案袋的“反思”环节一方面使

学生描述了作品特征、思考过程并培养了学生的自

我反思能力，另一方面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日后修

改的依据。

表２　

教师评价标准

１
表演是否按剧情以及人物个性需要生动的塑造人物

形象。

２ 是否能够通过制作服装道具更好的诠释剧情。

３
儿童音乐剧本编创内容是否符合儿童接受的特点，演

出形式是否新颖。

４
根据剧情需要是否进行音乐编创，并充分运用音乐、

舞蹈、朗诵等形式表现剧情。

５ 音乐剧排练是否注重环节连贯，流畅。

表３　

学生的课后反思 人数 比例

１
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音乐剧排

练增强了团队精神，增进了友谊。
１１ １６％

２ 初步了解音乐的选择与改编的方法。 ４ ６％

３ 感受到在舞台上细节的重要性。 １２ １８％

４
通过活动体验，充分感受了儿童音乐剧的

教育涵义。
１９ ２８％

５ 了解到自己艺术表现的不足。 １４ ２１％

６
锻炼了歌唱、舞蹈、舞台表演能力，享受表

演的乐趣。
１１ １６％

７ 通过实践认识到儿童音乐剧的特点与意义。 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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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工作之后，应朝着教学方面的研究迈进，以教学

心得的积累为主要学习内容，大量浏览幼儿教育相

关研究课题以及各类幼教课程，使自己的教学内容

不断丰富、为自己创新教学方法提供更多的参考［８］；

在入职后的四五年里，新教师可能已经完全适应幼

儿园的日常工作了，这时应逐步培养自己的教学特

色和教学风格，不断学习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

成长历程，为自己更进一步的成长而努力，争取在

６—８年的黄金时期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特

色，同时形成自己独到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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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档案袋评定”方法运用于音乐课

堂实践教学的反思

对于音乐课堂实践教学来说，“档案袋评定”方

法能够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并将教师、学生的课

堂活动材料保存下来，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的体现

教学成果。档案袋评定的方式淡化了终结性评价，

引导教师和学生共同关注课堂实践教学的过程，有

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力。但是，作为一种正

在不断完善的课程评价方法，“音乐活动档案袋”也

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１．还未形成音乐课堂实践教学评价的长效

机制。

课堂教学评价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与反

思逐渐形成一定的评价模式，它需要与专业发展紧

密联系，同时受教师、学生以及音乐教学资源等相关

要素的制约。“音乐活动档案袋”需要对评价模式、

方法、改进策略等问题进行不断的尝试与反思，并逐

渐形成具有推广意义的音乐课堂教学评价长效

机制。

２．“音乐活动档案袋”的内容还需不断丰富。

作为课堂实践教学的一种行为评估方式，“音乐

活动档案袋”的评价方法还有待改进，一方面可以通

过电子档案袋的方式记录下学生音乐实践活动的过

程，将科技因素运用于音乐活动档案袋中，形成不同

于美术、文学等形式的艺术档案袋；另一方面，在音

乐课堂教学中鼓励教师尝试运用更开放性的评价准

则及更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在学生的现有量化成绩

中最大限度体现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及艺术特长。

随着近年来质性课程评价的不断发展，“档案袋

评定”方法也越来越多的被研究者所接受，“音乐活

动档案袋”作为音乐课堂实践教学的一种评价方式

需要与其他评价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学生音

乐实践能力的全面评价。同时，对“音乐活动档案

袋”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进一步充实、完善“档案袋

评定”理论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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