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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实践教学改革

研究 
李晓迪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课题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专项课题《东北大学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实践与特色研究》
成果，编号：2019SZEYB24；东北大学教师发展专项资助（项目编号：DDJFZ202005）“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教师专业性、特色型、
多样化能力提升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成果。 

摘  要：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在于，以音乐的功能与价值实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可以全
方面发展。文章分析了通识教育的作用，研究了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研究意义，探讨了影响一流大学音乐专业
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的因素，提出实践教学改革的对策。对于一流大学音乐教育与通识教育实践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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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的作用 
1.1 通识教育的基本概念 
根据对文献中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出通识教育的基本概念，

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通识教育的性质角度进行阐
述，该角度认为通识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指的是非专业的知识
教育，其与专业知识一起组成了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第二个方面
从通识教育的目的进行阐述，该方面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大
学生培育成专业知识过硬、品德素质高的一种教育模式，从教育的
方式上来看，是以学生的生活、品德、情感等方面作为教育方向，
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第三个方面从教育的内容进
行阐述，该内容认为通识教育应该包含学生从生活到学习的哥哥方
面，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需要必备的高等素质，也就是说这
些教育内容不是直接与所学专业的知识挂钩的知识。 

1.2 通识教育的特点 
大学音乐专业的学生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正是张扬个性的

时候，正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特征，高等院校在进行音乐教育时，
要结合通识教育，正确认识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遵照学生身上的
特点，扬长补短，促进学生可以全面发展。从通识教育的内容上看，
通识教育的特点主要是以人为本。 

思想道德的创新是思想观念创新的前提，对于思想观念有着牵
引的作用。同样，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同样需要创新，创新的
基础是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是个性鲜明的个体，对学生在进行思
想道德教育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当下大学生的具体情况，充分了解
学生，分析目前所遇到的困惑，分析出适合的教育方式。大学生的
思想道德教育要充分利用通识教育中所讲的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尊
重人的生命与个性为前提，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在遇到
物质利于与精神追求的时候，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研究意义 
对于大学音乐专业领域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将大学中音乐专业

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主要是将音乐教育与通
识教育相结合，分析其的发展趋势与要求，并站在通识教育理念的视
角下，进行分析研究，对目前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
合以后的开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突出相应对策。对目前一流大学音乐
专业的教育研究，可以加大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促使高等院校开
足音乐通识课程，为学生可以更好地发展音乐提供基础。 

三、影响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的因素 
1.音乐教育目标定位低下 
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当下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育过于注重形

式，对于很多课程的开课率过低，对音乐课程的认识性不足，从学
校的管理层到授课教师不能认识到音乐教育对于大学生发展的价
值，在落实提升学生变通性音乐素养的要求时不到位。 

2.音乐教育内容结构失调 
对于一流大学来讲，音乐的课程会侧重于专业音乐课，注重于

专业知识的讲授，因此课程量是比较大的，学生参加社团的时间与
空间均有限，不利于自身全面发展。 

四、一流大学音乐教育与通识教育实践教学改革对策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既有伟大育人价值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学生

全方面发展为目标，注重知识的变通性，最终达到音乐专业教育与
通识教育均衡发展的状态。从哲学的角度看，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
育与通识教育的内容在思想指向上具有一致性，与高等学府教育的
终极目标相符合。 

经过分析，将通识教育理念融入音乐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阻碍，因此根据研究，对现存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入手： 

4.1 确定音乐教育的目标，全面发展变通性的音乐素养 
目前音乐专业学校在社会上会受到其他技术类学院的轻视，因

此很大一部分一流音乐学院没有开设出专业音乐之外的其他音乐
课程，目的在于将更多的时间用来教授学生专业音乐知识。但学生
对音乐其他课程的期望值非常高，不同的音乐体系可以提升学生的
审美、德行、创新等思维，同时对于身心健康也是有利的。 

音乐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更新之前的“知识本位”、
“学科本位”等思想，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学生作为教育的终
极目标，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课程的设立应该建立在对人生命
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上，将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收尾，达到立德树
人的中级要求也。 

4.2 在音乐课程中融入优质的通识性内容 
将音乐的专业知识与了外活动相结合，注重理论知识的实践。

多开展一些音乐艺术社团，提升学生的入团兴趣，将具有相同音乐
爱好与兴趣的学生组织在一起，通过实践活动，锻炼学生自我教育
的能力。 

结  论 
综上所述，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对音

乐知识的普及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相关教学改革对策。要
想将音乐教育与通识教育完美融合，教育部门的督导机制是必不可
少的。高校要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开设通识性的音乐课程，完善师
资队伍的建设，与此同时，学院要制定音乐课程与通识课程的教育
大纲，明确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对于考核标准要进行细化。完善
通识教育课程，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指导，督促制度可以更好的
落实，助力一流大学音乐教育与通识教育可以更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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