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推荐理由

（200 字以内）

1.夯实线上教学基础，搭建“云端”音乐桥。将修改后

的 PPT 等学习资料上传到智慧职教。每次上课前半小时，

在 QQ群发通知，避免学生迟到。共批改作业 296 份，及

时反馈作业情况。运用优质直播设备，提升直播效果，

上好线上课程。

2.建设精品在线课程，重构音乐欣赏课程思政。自建“摄

影棚”，录制 23个“微课”，设计课程思政音乐课堂。

3.服务行业防灾减灾，开启地灾微课“云科普”。主讲拍

摄地灾微课，在光明网、团中央、学习强国进行推广。

典型经验材料

（2000 字以

内，可另附相关

新闻报道、图片

等其他佐证材

料等）

典型经验材料附后。



搭建云端音乐桥 打造贤哥说音乐

——线上教学优秀事迹的案例

如何提升网课实效，用全新的教学形式“隔屏”抓住学生的心？

当教室变成书房，当黑板变成屏幕，张景贤坚守线上教学“战场”，

给学生线上如线下般的教学体验。

一、夯实线上教学基础，搭建“云端”音乐桥

1.夯实“云内容”——“不因疫情降低课程标准”

自接到“停课不停教”的通知后，张景贤立即修改 PPT，根据网

课非面授的特点，注重要点的讲解，特别是难理解的音乐主题等内容；

同时为弥补学生没有教材的缺失，他将学习资料上传到智慧职教供学

生自学，并录制 23堂微课、编辑制作 81个赏析音视频，为线上授课

做好充分准备。

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做好“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这一

全新的挑战。根本在于不能降低教学质量标准。要以学生为中心，通

过多种方式的网络教学，实现学生“增负”，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

重点培养他们的赏析能力、创新意识，全面融入“音乐的精神世界”。

2.树好“高标准”——“课堂，一个学生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他对所有学生的要求。每次上课前半小

时，便会在 QQ群提前发通知，提醒大家吃好早餐，准备好热水。目

的在于避免学生错过上课时间。对于未及时上课与交作业的同学，除

在智慧执教和 qq 群等平台发信息给予警示外，还多次跟辅导员电话

沟通了解学生情况，督促该学生。

高标准、严要求、重考核是线上教学的教学准则。通过观看视频

和直播教学，在智慧执教平台上讨论、布置作业，目的就是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让学生“忙”起来。开学以来张景贤共批改作业 296 份。



及时反馈作业情况，表扬先进鞭策落后。时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强化“既视感”——“激活课堂‘沉默的大多数’”

经常有学生评价说，“张老师，声音太好听了，绝对是央视级别

的！”这就是运用高质量直播设备，为学生“提精神”的手段。张景

贤通过运用专业电容话筒、专业耳机监听、专业直播环形灯光等设备，

强化直播的“既视感”，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有趣的画

面，为学生开启一堂“隔屏”不“隔心”的艺术课。

这种高质量“直播”，加上设计的课堂表演、课堂包袱，课堂交

流为上好“云端艺术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激活课堂“沉默的大多

数”，成为了不少学生心中的“网红”老师。

二、建设精品在线课程，重构音乐欣赏课程思政

直播固然是“线上教学”的教学良方，但是精良制作的在线课程，

一定是“线上教学”的点睛之笔。为了疫情期间做好线上教学，张景

贤自 2 月份以来，加班加点，设计融入课程思政的课程标准、教案、

课件、教学案例。整理个人教学资源，拍摄高质量的微课作品，打造

“贤哥说音乐”的教学品牌，全力以赴为学生们建设精品线上教学课

程。



1.自建“摄影棚”——录制 23 个精彩“微课”

为上好《音乐欣赏》线上课程，张景贤以强烈的责任心对课程内

容、教学资料、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在家搭建了“摄影棚”，为每堂

课量身定制教学互动，让学生的学习不再抽象和无趣。

23 堂微课囊括了赏析音乐的方法、中外名家音乐、舞蹈经典作

品等内容，用最风趣、最好玩、最轻松的方式，一会儿在恐怖的深宅

感受音乐的情绪，一会儿走进梅花园感受美景的魅力，一会儿用动画

片讲述音乐故事……给学生带来身临其境的赏析感。

《音乐欣赏》贤哥说音乐微课截图

“张老师上课好精彩，好喜欢！”“两节课时间好快啊！”这是课

后学生的留言，面对同学们的鼓励，张景贤更是投入到无限的录制、

上课的循环之中，乐此不疲。



2.重构“思政点”——设计课程思政“贤哥说音乐”
为了让学生在赏析音乐时，更大程度吸收音乐作品中的“营养”，

张景贤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从知识传授、赏析实践，到精准教学重点

难点，结合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职业精神，将课程思政全方位融入
到音乐赏析课程中。

（1）调整音乐欣赏方法的重难点。在感性赏析的方法上突出意
境再造和理性理解。意境再造，用音乐引导学生回忆人生故事，例如
用《时间去哪儿了》引导学生回忆亲情故事，感恩亲情。理性理解，
赏析《我和我的祖国》分享创作故事，深挖爱国情怀。

（2）调整西方交响乐的教学载体。将西洋歌剧、合唱赏析开设
至新章节“舶来艺术中国红”，赏析《黄河大合唱》和歌剧《党的女
儿》，领略西洋艺术品种表现的中国革命精神。

（3）增强红色文化融入教学内容。在民歌赏析中，增加《浏阳
河》等红色民歌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赏析红歌，传承红色基因。

通过重构，更好的实施音乐欣赏课程思政，将“思政元素”的新

课程标准分解落实到教学计划、教学方案、教案讲义和PPT中。

三、服务行业防灾减灾，开启地灾微课“云科普”

3 月初，面对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严峻形势，张景贤投入到了“隔
离不隔爱，停课不停科普”的“云”科普工作中，主导拍摄了“防灾
减灾系列公益微课”，并由湖南省团委、团中央发布、光明网、学习

强国进行推广，网友反响良好。

张景贤秉承着对教学的热忱，投入艺术教育。面对匆匆而来的线
上教学，他用心筑起“云端”音乐桥。疫情终将过去，但同学们前进

的步伐不能停止，张景贤也会在公共艺术教学的道路上，戮力前行。



附件：新闻宣传
1.湖南教育新闻网



2.光明校园网







3.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的官微：中国青年志愿者



4.《学习强国》湖南学习平台



5.湖南自然资源厅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