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现状分析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是实现教学方向的指南，是培

养适合素质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的根本保障。关注研究并有效解决高等院校音

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已成为完善和建构国民教育体系过程中一个

亟待解决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实质转型徘徊

时期，如此照搬照抄模式下培养的教师涌入基础教育，能让一代甚至几代人接受

我们难以想象的音乐教育，其结果很难设想。这不仅关系到基础音乐教育课程建

设与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生学习与发展。更是关系到祖国未来

几代人发展的问题。 

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院校合并、中等院校升格，几乎所有大学都建立了艺

术系，也都在不同成度上对教学进行了改革。可横向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实质

性的转变太少。 

1、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1）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各种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以往，人

们把“课程设置”仅仅理解为学科课程的开设，这是不够全面的。 

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合理的课程结构指

各门课程之间的结构合理，包括开设的课程合理，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合

理，各课程之间衔接有序、能使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与训练，获得某一专

业所具备的知识与能力。合理的课程内容指课程的内容安排符合知识论的

规律，课程的内容能够反映学科的主要知识，主要的方法论及时代发展的

要求与前沿。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它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

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 

（2）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

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

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



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将“模式”一词最先引入到教学

领域，并加以系统研究的人，当推美国的乔伊斯和韦尔。 

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

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实际教学模式并不是

一种计划，因为计划往往显得太具体，太具操作性，从而失去了理论色彩。

将“模式”一词引入教学理论中，是想以此来说明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

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教学过

程的程序性的策略体系。  

2、河北省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现状 

 在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专业音乐院校的影子随处可见，从

专业必修课来看：开设了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和声理论与应用、合唱指挥、

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史、音乐欣赏、声乐、钢琴、器乐、艺术概论等。虽然没有

专业音乐院校“专、精、深”的特点，但绝大部分专业必修课都与专业音乐院校相

同，而唯一突出师范性的代表课程只有音乐教学法或中小学音乐教材教法。 

表一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表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教育理论课 教育技能课 边缘学科 

课程名称 

基础乐理、

视唱练耳、

基础和声理

论与应用、

合唱指挥、

作品分析、

中外音乐

史、音乐欣

赏、声乐、

手风琴、电

脑音乐制

作、作曲 

教育学、心

理学，发展

教育学，音

乐教法 

钢笔字、毛

笔字、粉笔

字、即兴说

话 

大学语文、

文学鉴赏、

编创、音乐

活动设计、

管乐队训

练及配器 



钢琴、器乐、

艺术概论 

所占比例% 85 5 10 0 0 

由上表不难看出： 

（1）构成师范音乐教育的两大课程体系中的“师范专业技能课程”已经被

我们所忽略。 

高师音乐教育既不同于一般的高等师范教育，又有别于一般的音乐教育，它

实际上是师范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有机结合体。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围绕培养对

象确定，针对具体的高师艺术教育就是要结合中等学校艺术教育师资这一培养对

象的特性决定课程设置。除我国高等教育必修的公共课程之外，艺术专业课程、

师范专业技能课程应该是高师艺术学科的两大核心课体系。 

（2）高等院校音乐课程设置，专业性过强，基本上都是专业艺术院校课程

的复制和压缩。 

盲目追求艺术教育的专业化既有学校的自身因素，又有专业老师的专业情结

和对专业教学的追求和固执。高师音乐教育应该有体现自身教育性质的课程设置

标准，各院校应该调整现有课程设置以适应各自的艺术教育实际，适应素质教育

对音乐要求的实际。 

（3）课程设置上没有坚持基础理论和专业实践并重，没有组合专业核心课

程，并围绕核心课程开设相应的必修课，进而逐步由主修引入辅修、选修等各种

修读形式。 

（4）师范专业技能应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师范专业技能训练是一个空白。如加大《教师口

语》（与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即兴说话，合称师范生“三字一话），《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法规》等教学基本技能、基础理论

知识的教学力度。专业技能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象了解掌握师范教育特点和规律，

为今后从事中等学校的艺术教育打下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目前我们



大部分的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学科忽略了对培养对象的师范专业技能教育，毕业生

离开校园并不能马上走上讲台，即使走上讲台，能弹又能唱的少，能弹又能跳的

少，能弹、能唱又能跳的更少，能弹、能唱、能跳又能说的就少之又少。这就导

致中等学校艺术教育优秀师资培养周期拉长，学校要重新培养其教学业务能力，

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5）高等师范院校音乐学科设置前期的调查研究和市场论证不充分。 

体现在师范专业技能类课程所占比重过小，课时明显不足。在专业课程的设

置上过于参照专业艺术院校，忽略了培养对象将来的就业与专业发展领域的特殊

性要求。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所有的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将来都在中小

学从事基础艺术教育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艺术规范的制约作用，也体

现了教师们的专业情结，更是艺术精英教育的传统习惯使然。 

（6）中专升高职，大专升本科，学院扩大学的推进，激发了中等以上学校

的办学水平，但是也迫使一些学校互相攀比、盲目求大，有些学校升格的愿望很

是强烈，忽略了内涵建设和正常的办学质量提高。究其本质，无非是学校升格了，

不仅主要领导的行政级别可以上调，而且学校的国家各种拨款、教育收费、科研

经费都将水涨而船高。这种思想对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教育需要一方净土，高

等院校音乐教育更是需要长期的人文积淀和认真的经验总结方能显现成效，急功

近利的做法办不好高等师范的音乐教育事业。 

（7）在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改革之中，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甚少。 

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创造的柯达伊教学体系，立足于弘扬本民族文化，采用

首调唱名法，柯尔文手势、节奏唱名等手段，有效地造就出大批热爱本民族音乐

文化的爱好者。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复杂，民族众多，风俗各异，音乐文化更是

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想将它们一一完整、全面地展示在高等院校的

音乐课程之中，以达到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一



个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化整为零，将地域音乐引入本土音乐教育不失为一个好

的办法。 

2003 年 3月，我国教育部就出台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

方案》，明确提出“各高等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科建设、所在地域等教育资源的优

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各种具有特色的艺术任意选修课程或系列专

题讲座”。由此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必须促进各地高校特色音乐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将地域色彩浓郁的传统音乐引进高校音乐课程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复杂，民族众多，风俗各异，音乐文化更是因地域和民族的

不同而有所差别，想将它们一一完整、全面地展示在高等院校的音乐课程之中，

以达到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

的问题，化整为零，将地域音乐引入本土音乐教育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表二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学模式一览表 

课程分类 音乐专业技

能课 

音乐专业理

论课 

公共课 教育技能课 学科渗透 

教学模式 一对一 集体课 集体课 集体课 无 

教学方法 填鸭 讲授 讲授 讲授 无 

采用比例 % 100 100 100 100 0 

3、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不等同于音乐表演专业，所教授的知识因紧紧围

绕“教育”构成体系。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各自为战、互不沟通交流，是目前高

师音乐教学中最大的弊端。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师音乐教育的主管和教师的文化价值观不统一，高师教育质量观对

此有直接的影响。 

（2）教育培养目标过于强调统一、划一与知识教学，教学内容封闭单一，

死板不活泼，没有给教师与学生留下创造的空间。 



（3）教学观念仍然是沿用传统的“二中心”教学观。即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播，

忽视实践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教师的权威，忽视甚至抹杀学生主体

积极性的发挥。机械刻板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 

（4）音乐教学过多地强调教育规范的统一和要求的共性，不同类型的高校，

音乐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一样，没有形成各自的教学课程体系。 

（5）专业技能的传授得不到质与量的保证。过分强调音乐技能的传授与训

练，忽视技能的理论与方法的传授，忽视学生在音乐方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音乐创新能力的培养。 

（6）与世界接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不够。 

本世纪以来产生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流派，对世界音乐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影

响。瑞士的音乐教育家达尔克洛兹独创的体态律动教学，具有划时代的作用，首

次确立了身体运动反应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理论上开拓了近现代音乐教

育的研究视野，在实践上推动了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进步。德国作曲家奥尔夫创立

的奥尔夫教育体系，一切从儿童出发，提倡学习“元素性” 音乐，注重培养创造

力，使儿童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进入音乐，并从中获得个性的发展。美国的曼哈顿

维尔音乐课程计划，强调学生主动地进行探索学习，以及螺旋型课程等，为音乐

教育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美国的综合音乐感教育，强调音乐学习的

各个方面应当相互联系，综合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表演、听赏、创作等获得知识

和技能的同时，也获得音乐态度和音乐素质的全面发展。  

以上这些体系与流派，共同的特征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以学

生为主体；强调创造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在教学环境上都以宽

松的形式，在没有课桌椅的宽敞教室内进行音乐实践与活动 。 

我们高师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培养中等学校的音乐教师，如果我们培养的教师

都不具备如上的素质与能力，他们培养的学生又会怎样？中等学校的音乐教师不

具备如上的素质与能力，高师音乐教育不思考谁来思考呢？让我们的毕业生毕业



后自学？那我们的作用何在！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 

科学的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既要体现艺术的专业化，又

要体现师范教育的特性，要紧紧围绕中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实际需要培养人才，惟

其如此，才能迎来高师音乐教育繁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