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 

改革的建议 

 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高校在许多方而

还不能适应个人社能及音乐教育发展的新需要，并且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等诸

多方而并没有跟上新的素质教育的发展需要。本课题组为高校等院校音乐教育专

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1、素质教育引入高校，拓展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素质，将音乐教育上升到

人文学科体系。 

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有其独特的环境和广阔的资源。高校一般具有多个学科

门类，学科之问千差万别又相互交织，专业之问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多个领域

的专业知识异彩纷呈，这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扩大知识面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能，

在进行音乐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发挥高校的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开设音乐专业

领域以外的多姿多彩的选修课程，拓展音乐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在音乐专业教

学的同时进行素质拓展的最佳实现，从而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个性拓展。一定

比例的专业外选修课程学习，对音乐专业学生的知识面的扩大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也有一定的作用。  

音乐学本身就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一个学科，人文学科以人的终极关怀问

题作为研究对象。音乐学学科也具有人文科学所共同具有的特征。美国耶鲁大学

和哈佛大学都有“宿舍研讨班”，经常举办生活与娱乐项目，组织课外讨论和学术

活动等。强调跨系跨学科的合作。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作为实施艺术教育的部

门，可以大胆地把这种教育向其他院系进行辐射。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减轻课

程设置中教师配备的压力，形成综合教育、综合培养，充分利用教师资源，达到

培养综合素质教师的目标。 

2、着眼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和国际音乐教育相结合，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

文化。 

我国传统音乐教育与国际音乐教育相结合其实是指的强调各国个民族音乐

文化的多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多元文化主义”作了如下界定“多元文化主义



意指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在一国内部各种文化成分之问和世界各国

不同文化之问建立积极的交流与相互充实的关系。鉴于当今世界所独有的大量因

素，各个现代国家都必须不同程度地而临多元文化现象鉴于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

性趋势，多元文化主义意指超越多种文化的同化和消极的共存，以增进自尊及对

他人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教育部曾研究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

导方案》在课程目标中指出了要“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

元文化”。 我们一直提倡洋为中用。这方面有着大量成功的例子，如中央音乐学

院金铁霖教授致力于研究探索民族声乐教学教育的新方法  

跨入 21 世纪以来，“多元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主流，然而在这一

大趋势的冲击下，一个问题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不论怎样的“多元化”，都是围

绕着一个核心的“多元”，失去了这个核心，“多元”就如同肆虐于沟渠之外的

洪水，只会带来灾害，却无法成为人们久旱中的甘露，教育也不例外。本课题组

认为，在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改革之中，构成“核心”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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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音专业应该努力把学生培养得具有音乐教育和研究的民

族自豪感和责任感，能让他们立志把毕生投入到中国音乐理论建立和维护上来，

能为中国音乐建立一个与西方音乐平等的体系，以西方音乐为背景参照，通过视

野的开放来汲取有益的知识，丰富民族音乐文化，才能更新自我，是民族音乐更

好地得到传承与发扬。 

2003 年 3 月，我国教育部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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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视音乐教法、加强音乐教法的学习，形成全体专业教师任课训练模式。 

高师音乐教育一定要突出师范性，音乐教学法课的开设是突出师范性的象征。

音乐教学专业的师范性，决定了任何音乐知识和技能技巧的掌握，都要最终致用

于基础音乐教育。那么，不管是钢琴、声乐、舞蹈，还是视唱练耳、乐理、欣赏

等各专业内容的学习者，都必须掌握该内容的教学法。师范生仅仅掌握了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很好地加强教学能力的培养。高师音乐专业培

养的学生如果只注重个人技巧的炫耀和展示，而没有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

能力，那么，这样的学生肯定是不合格的，这样的音乐教育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

因此，在高师音乐专业的所有课程中，音乐教学法应该居于核心地位，教师和学

生应该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把音乐教学法的传授、掌握和学习作为最高的追求，

从而有效地提升音乐教学法课的作用和地位，形成教师注重于学生音乐教学能力

的培养，学生致力于音乐教学能力掌握的局面。 

所谓“全体专业教师任课训练模式”，也就是各专业教师共同设计音乐教学

法的教学思路。传统的音乐教学法课的教学，包揽在专职课任教师一个人身上，

可是音乐教学法教材中包含的许多专业内容，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专业性。一个人

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虽然我们也要求本课程的课任教师要具备比较全面的专业

素质，但样样精通实质上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音乐教学法的教学任务，不要完

全定位在一个教师身上，应该由全体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也就是说相关课程的

专业教师除了完成技能技巧和理论知识的本位任务之外，还要承担该课程的教学

法的教学任务。 

例如，钢琴课，该专业教师在教给学生本身弹奏技能技巧的同时，还要教给

学生钢琴弹奏教学法和有关教学理论。当然，声乐、视唱练耳、乐理、欣赏、舞

蹈（舞蹈教学法的课尤其应该由舞蹈教师去上，如果其他教师去上的话，恐怕有

不着边际之嫌）等专业课的教师也和钢琴课的教师一样，除了教会学生自身的技



能技巧外，还要同时教给学生该课程的教学法，这样各专业课的教学法就像“责

任田”一样，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教学模式。每一个专业教师对自己的专业课，

要从教学法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梳理和理性思考。如果我们只教会了

学生本身的技能技巧是不够的，只能说完成了一半任务，我们最终还要教给学生

将来教中学生所需的音乐教学方法。高师音乐专业如果朝着这样的教学目标发展

的话，那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师范性音乐教育。 

4、加强学生“准教师”的实践模拟课练习，搞好教学，实践模拟先行。 

这一教育模式的提出，意味着高师音乐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要进行全程音乐教

育实践，也就是化整为零的音乐教育实习法。这样使音乐师范生能尽早地确立教

师角色意识，从一进校门到毕业，心中始终怀着“教师”这一崇高信念，有利于

学生教学能力的造就和教师人格的完善。 

教育实习是音乐教学法课的内容范畴。如果说音乐教学法中的其他内容是理

论掌握过程的话，那么教育实习就是实践操作过程。传统的教学实习是短期集中

训练，一般 4～8 周时间，在这几周的时间内，按一周一节课计算，上满了也才

8 节课。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学生往往只上了 3～4 节课。这样所谓的“实

习”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学生对课堂音乐教学仍然是“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所以，“短期集中训练”的实习形式，就提高学生的实际音乐课堂教

学水平来说，是不太理想的。 

“长期分散训练”是把教育实习的战线拉长，把它贯穿在学生在校期间的全

过程。高师音乐专业的学生在进校前，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技

巧。现在的招生规格不像原来那样，不存在把“音乐白丁”招进来的情况。所以，

要尽早地让学生进入“教师角色”，实施“准教师模拟训练”。这种音乐教学训

练模式，对于音乐专科生可以放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实施，如果是音乐本科生，

可以放在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实施，具体实施办法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学期：课堂音乐教学基本功演练阶段。主要进行课堂音乐教学的教师口

语训练、仪表形象训练、板书设计训练、三笔字训练、普通话训练。 



第二学期：听课、见习阶段。到中学和小学观摩课堂音乐教学；让每个学生

轮流到中、小学实践音乐课堂教学，体验“准教师”的角色感；利用假期到家乡

所在地的中小学了解音乐教学现状。 

第三学期：各种音乐教学法的学习和了解阶段。主要熟悉课堂音乐教学常用

的方法，创新教学法，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和教学法的学习，为教学实践打下

基础。 

第四学期：课堂音乐教学综合技能训练、音乐教学基本环节学习与演练阶段。

主要进行歌唱、音乐欣赏、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器乐、舞蹈等主要内容的教学

过程和方法的模拟试讲。 

第五学期：教育实习与教学总结研究阶段。通过小组试讲、全班试讲、学生

各自评讲、教师听课评讲等环节，进行音乐课题教案的编写、熟悉和分析教材、

组织教学、课堂内容教学和方法的设计。 

第六学期：到中学进行实际音乐课堂教学、音乐课外活动、排练节目、担任

班主任，返校后进行音乐课堂教学的总结和研究。 

总之，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应紧密结合以上四点，

逐渐落实到音乐教育的具体过程中去，把音乐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为不仅具有专业

技能，而且具有强大的文化支撑的人才，真正能把艺术的人文关怀、音乐的民族

性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高校音乐教育定能收获硕果，谱写出我国教育领域的

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