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音乐课现状调查分析 

中小学音乐课教学是音乐师资施展才华和实施教学的主阵地，是检验输出师

资实际水平的主平台，是评估师资培养院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是否科学合理的

公平标尺。调查研究中小学音乐课教学现状，对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与教学模式研究的改进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中小学音乐教学现状及分析 

表一   中小学学生评价音乐课现状 

结论 
喜欢音乐 喜欢音乐课 二者都喜欢 喜欢音乐不喜

欢音乐课 

比例 % 98.7 65.1 23.3 81.2 

上面的数据触目惊心，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是目前中等学校学生普遍存在

的局面。在调查谈话中喜欢音乐课的学生中大部分的原因是：上课没有压力，学

好学赖没关系；教师打开多媒体随意放一些歌曲，更有甚者学生喜欢什么音乐放

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教师不存在问题，学生不喜欢课堂，课堂有教师引导，

如果学生不喜欢只能说教师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中等学校音乐课的目的、任务、教学目标，教师都非常清楚——因为教参上

写的。如何实现教参就不能起作用了，考的是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拿一个教案过

来照抄照搬、笔者葫芦画瓢是最典型的教学现状。想到说不到、想到做不到、能

唱不能跳、能跳不能唱、能„„不能说„„充分说明高等教育音乐教育专业的课

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直接制约着中等学校的音乐教学。 

表二   学生不喜欢音乐课的原因调查表（可以多选） 

结论 

教师专业水

平低 

教师教学方

法太简单 

教学设备简

陋 

专业知识太

多，贴近生

活太少 

对音乐知

识不感兴

趣 

比例 % 12 76.2 23 85 87.9 

学生对音乐课的场地设备要求并不高，对教师的专业技能也没有挑剔。在与



学生们的交谈中，绝大多数的孩子谈起老师来真的是很敬佩：我们老师唱歌特别

棒；我们老师跳舞特别好；我们老师钢琴谈的特别好；我们老师萨克斯吹的特别

好；我们老师吉他弹的很棒„„表扬教师讲课、上课特别棒的就逊色多了。 

音乐课是课堂，不是音乐厅。教师在课堂的展现是教师，不是专业演员。高

师音乐教育给与了学生足够的专业技能，却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师范技能，究其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师，多数是专业院校毕业或留校生，对自己

所修的音乐专业技艺精湛、情有独钟，而对师范专业技能的学习不说自明。 

2、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师之间交流不够，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各自设

计，没有师范教育的依据。 

3、各高师音乐院系的课程设置中师范专业技能课的比重太小，甚者没有。 

表三   初等中学音乐课开设情况调查表 

你所在学校       每周一节    每周两节    没有     有但不上  

音乐课开设        78.7%        16.5%      3.3%      1.5% 

情况 

所在学校音       每周一次    每周两次     偶尔      没有 

乐兴趣小组        57.2%        31.3%      1.5%       0 

开展情况 

分析以上数据我们会发现： 

1、学校要为中学音乐教师提了供宽松的活动环境，保证了他们的自主性，

让他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自制宜地安排小组活动，充分展示了教师专业技

能。与此同时忽略了一个问题：这样更增加了中等学校教师的自我崇拜，回流到

高等音乐教师的状态，循环往复，我们的教师不会课堂教学，是绝大多数的学生

失去了接受音乐教育的机会。 

2、学校要开展好第二课堂教学活动，无可厚非，值得称赞。可是丰富中学

生课外业余文化生活，寓教于乐之中，使学生喜欢音乐，用心感受音乐，真正达



到陶冶情操，教书育人的目的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参与者人数太少，所学到的知

识片面。 

音乐教师要针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汇聚于课

堂：比如让学生看一部感人的音乐剧，欣赏一段优美的舞蹈，聆听一支抒情的歌

(乐)曲，观看一幅动人的图画……，要尽一切可能让学生多接触有强烈感染力、

震撼力的艺术佳作。从中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高修养、塑造人格。辅之开展

一些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活动课，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开设如“通俗音乐讲座”、“合

唱团”、“乐队排练”等人数参与较多的课程。让学生对通俗音乐、流行音乐有正

确的认识，避免盲目崇拜，而合唱团则可以使他们了解与实践科学的发声，避免

对流行唱法的盲目模仿。合唱还可以协调同学们的人际关系，控制由心理闭锁性

带来的不良后果。乐队排练可以给喜爱乐器的同学提供一个有益合作的场合。所

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师既具备综合的专业技能，还要有优秀的师范技能。  

二、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困惑及原因 

表四   高校毕业生教学困难调查表 

结论 语言组织、

表达能力差 

板书差 电教手段不

会 

贴近生活的

音乐素材匮

乏 

专 业 技 能

单一 

比例  % 85．2 90.6 74 92.4 87.7 

 

表五 高校毕业生评价高校音乐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统计表（可以多选） 

结论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有待修正 

比例% 26.5 45.3 28.3 87.6 

 

表六 高校毕业生学业反馈调查表 

结论 增加教育技

能课（口语、

增设文学鉴

赏课 

实现专业学

科教学融合 

增设教学实

践课 

开 设 地 方

音乐课 



书写） 

比例   % 91 89.5 92.6 85.7 77.6 

一位教师从入学到毕业知识的积累渠道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学校教育、自

学提高、实践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学校教育在所有渠道中的重要性，它是所有

渠道学习的基础和基石，学校教育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师以后的学习和教学。 

1、任何一个学生都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感兴趣，而且学的时间最长所付出

的努力最多。这些都源于升学考试的分数设置：主项 150 分、乐理 20 分、听音

30 分、试唱 20 分。从升学角度考虑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主项的重要性，可认

真想一下：教师的逐项到底是什么？是教学！是专业技能在师范技能的引导、传

接下的教学。而专业技能是多方面的，不是每人掌握一项就可以胜任教学。从升

学角度就已经留下了隐患。 

2、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延续着入学考试的比例，所有学生出专业

主项之外象征性的开设了选修课。选修课时间短、标准低，与主项相比较结果是：

学生学了吗？学了！会吗？不会！形同虚设！ 

3、师范技能课在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找不到一点影子，什么

是教育？如何搞好教学？„„所有这些有关教育教学的问题，是所有师范专业学

生的必修课，它的地位和专业技能同等重要，毫不夸张的说甚至超过专业技能。                                 

4、“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立足于弘扬本民族文化，高等院校音乐课程之中，

设置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课程是因该的也是必须的。我们不能一味的学习

国外的唱法与技法，忘记了传统的精华。实现中等学校音乐教育促进各地特色音

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将地域色彩浓郁的传统音乐引

进高校音乐课程是基础。 

5、一个学生的成长需要综合知识与技能的武装，这需要教师在教学模式上

目标明确、形成合力。意大利语固然可学，可看一下我们的学生有多少外国歌剧

唱的漂亮，中国歌曲听不出唱的是什么。 

6、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太窄、文化素养有待提高。中等学



校的音乐课表面上看只有唱歌、欣赏实践创造三部分组成，但他却是一个包罗万

象的综合体。一堂欣赏课涵盖了曲目的内涵、与文学相关的诗韵、与曲、情、诗、

舞、景相关的绘画等知识。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说明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正在走向背离教育的轨道，师范技能和综合素养的知识构建已经成为高等院校在

音乐教育专业培养过程中必须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