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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中的审美教育探析 
张  翠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湖南常德） 

摘要：审美教育是高校音乐教育中非常重要及关键的部分。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的优势在于硬式教育背景下当代当代大学生迫切
需要从思想与文化层面得到对美学的欣赏，同时在未来倡导素质教育的指导下，当代大学生的音乐审美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
基本技能；除此之外，高校音乐审美能够给当代当代大学生带来课堂之外的美妙体验，既能是音乐课堂上的美学欣赏，也是拓展当
代当代大学生审美与艺术修养的重要渠道。本研究主要就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的功能及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梳理，以期为促进当代大学
生提升综合素质提供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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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的功能与功能 
（一）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有积极推动

功能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身体与心灵的健康具

有积极有效的推动功能。专业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层面的艺术
细胞机能开发大脑思维的潜能，丰富大脑的想象思维，也能发
挥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创新力、理解力和感悟力视角
突破学生的能动性。新时期的教育改革要求着重针对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进行全面培养，而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则是综合素质教
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因为的审美教育课程中优美的音乐做
平能够引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艺术的殿堂。高校音乐审美教
育课程的开发能够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增强其创新精神与创
新能力，实现个人修养的不断突破。 

 ( 二 )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有积极推动功能 

当代大学生不仅注重身体上的健康，更加注重心理上的健
康。音乐是大多数大学生群体作为减压的重要方式，是能够陶
冶情况、美化心灵的重要方式，是保证大学生群体健康快乐成
长的重要方式。在现行社会压力的驱动下，学生群体的心理健
康问题备受关注，无论是来自家庭的心理负担，还是来自学业
的学习压力，大学生都会有一些迷茫或迷失的情绪，这就需要
借助外力来打破僵局，来保证学生群体的心灵净化。音乐给人
以一种自由和谐的姿态而受到多数人的喜好，能够引起学生群
体的共鸣。 

( 三 )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有积极推动功能 

人际交往能力对于多数学生而言是较为重要的社交品质。
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深入，当代大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的交流沟通
能力远甚于在现实环境中的交流沟通，大多数学生都更喜欢在
网络的虚拟世界进行虚拟交流，而在现实中与老师和同学之间
的交流较少。音乐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能够增加现实交流的
内容，促进群体间的实体交流，能够丰富连接学生与学生、学
生与老师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提升高校音乐教学审美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审美教育理念，带动当代大学生发现美

学的能力 
审美教育理念不在于告诉你什么是美，而在于让你能找到

发现美的方法。音乐的美在于音乐传递的内涵，在于音乐节奏
带来的律动感，不同律动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艺术审美，或
者婉转柔美，或者激昂雄壮，或者活力四射等等，以“解放军
进行曲”为例，律动的节点将革命军队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英
勇气概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要不断实力当代大学生的审美理
念，不断提高其发现美学的能力。 

 ( 二 ) 加强音乐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目前来看，高校的音乐教师师资团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且这些问题或多或少会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前进。从教学方法
上来看，部分音乐教师的传统观念仍没有转变，仍然使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将音乐课堂的课程完全局限于课堂之
内，基本属于将音乐知识进行思想和方法上的传递，而并没有
在传统教育模式上增加新型的观点，甚至仍然采用传统评价音
乐审美的方式告知学生准确的音乐判断。就目前来看，大多数

音乐教师的个人音乐水平较高，但是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握和学
生的带领上仍有欠缺，这就需要对现在的音乐教师进行技能上
的培训，可以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培训方式，就管理和发展
的视角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培训，同时配上培训的评估，以
保证客观公正的培训质量。 

( 三 ) 坚持以学生为本, 充分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然而新型的以培养学生主体意识为核心的音乐授课模式能

够消除传统教学模式上的不足，甚至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
具体来看，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是让学生反客为主，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意识的重要方法，知识不是被动获得的，而是需要个
体自发获取，这就可以通过培养主体意识来增加学生群体对于
知识掌握的新认知。另外，新型的学生主体意识培养也是推动
音乐教学发展的重要动力，音乐教学模式大多沿用其他专业学
科的教学模式，但是音乐课程尤其特殊性，如需要学会听说读
写各项技能，这就要求学生不能仅局限于课本和课堂，更需要
与人交流与沟通，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可以驱动学生群体
之间的合作交流，甚至可以推动学生群体与音乐的群体之间的
交流，更能推动国内音乐学科的发展。( 四 ) 采用多种教学形
式, 提高音乐审美教育效果 

( 四 ) 采用多种教学形式, 提高音乐审美教育效果 
目前较为可行的教学形式是“生本”模式，所谓生本模式

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为本的教学模式的改革，通常可以分为学生
先学后教型、学生自主学习型、学生团队合作型等。学生先学
后教型是指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来自授课者的知识传授，然后
根据所学知识去利用课余时间树立知识脉络并发展其他知识领
域的拓展，即先从老师方获得基础知识，再将知识补充完善向
班级其他学生传授，以此来做到对相关知识的真正掌握；学生
自主学习型是指授课者指引一个方向或者给予一些想法，而对
于具体的实施和教学并未涉足，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发
展该领域的核心知识，这是较前者更为困难的方式，一般适用
于已经拥有一定自主学习意识的学生群体；学生团队合作性是
指授课者仍然指引一个方向或者给予一些想法，而对于具体的
实施和教学并未涉足，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发展该领域
的核心知识，但是最后需要与其他同学分享并将其进行整合，
形成团队整体的知识共享，再与其他团队进行分享。 

结语: 
音乐审美教育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渠道，是保证音

乐学生能够快速进入音乐享受音乐的重要方式。培养良好的审
美判断能力，能够保住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找准自我，发现自我，
完善自我，能够促进当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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