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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音乐专业与音乐类院校艺术惠民实践教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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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高校专业教学工作开展的主导者为教师，教学主体为学生。高校所开展的音乐专业教学工作，

是音乐知识系统传承方式创新的重要策略，对于音乐知识传承起到了支撑带动作用。高校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可提升高校教师的音乐教学研究

能力，提升音乐教师的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对将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与音乐类院校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进行比较，探究强化

高校音乐专业教学质量的路径，为社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全面性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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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是对理论教学内容的补充，同样也是构建

高校教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重要桥梁，借助实践教学能够帮助高校

大学生认识到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帮助教师检验自身的教学成果，

对教学方向进行适当调整。艺术惠民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给音乐类

院校的教学提供新的方向与平台。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所开展的音乐

教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于高质量、高素质音乐人才的培养

有着促进作用。

一、音乐类院校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

艺术惠民开展的宗旨是让艺术走向大众。因此教学方法以及教

学手段的开展需要符合普通人群的艺术欣赏水平。音乐类院校所开

展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工作，是需要组织师生人员走出校园、深入

社区，通过建立艺术培训机体，继而加深音乐类院校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认识程度。

音乐类院校中的音乐专业不仅需要进行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

同时也需要承担高校应用的服务社会职能。音乐艺术专业与其他类

型专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服务职能中音乐艺术专业主

要起着音乐文化传播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音乐专业实践教学

工作的开展，是需要不断提升其服务社会的广度与深度，借助社会

服务来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加深社会对于高校音乐艺术专业的

认可程度，不断提升音乐艺术专业的社会影响。通过开展各种演出、

赛事等活动服务于社会，因此艺术惠民已成为强化音乐类院校音乐

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渠道。

二、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

当代大学生是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但从大学生的

就业发展情况来看，其就业发展并不均衡，尤其是高校大学生的美

育素养并不高。近几年来，大多数大学生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部

分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学生十分喜欢流行音乐，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了

解下相对较少。现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精英教育”到“大

众教育”的转型，因此高校大学生毕业数量激增，大学生的就业压

力不断增加。因此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开展的音乐教学极为重视对专

业学生的音乐素质教育，注重对音乐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

更为注重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工作。

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中“学与演”教学活动的开展，源于音

乐课程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差异性，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学生的专

业程度、个体条件以及接受能力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因此一流大学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教师更多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模式，注重因材施

教的教学原则，确保学生能够得到个化发展。为了推动一流大学音

乐专业学生认知全面性发展，教师会在个人专业课教学中，结合小

组课程以及集体课程，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拓宽高校音乐专业大

学生的领域知识眼界，让其在交流过程产生思维碰撞，在学校内构

建良性竞争氛围。

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中“创与教”教学活动的开展。一流大

学音乐专业教师充分认识到传统音乐教学形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化音

乐发展形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对于音乐专业的学习热情。为此一流

大学音乐专业教师利用新媒体技术对于音乐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在

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中可以看到教师常常利用电脑动画、媒体视

频等多媒体技术强化学生对于各个学科知识的灵活应用，借助线下

教学以及线上沟通的教学模式来了解学生发展状态，给学生提供更

多的自我展示机会。

三、一流大学音乐专业与音乐类院校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比较

及启示

音乐类院校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开展的是需要将音乐文化传播

至社会上，提升市民对音乐文化的鉴赏能力以及审美情趣，继而提

升社会群体的音乐素养。音乐类院校的艺术惠民实践教学的开展并

不是要求学生适应教师的教学方式，而是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开

展教学活动，艺术惠民实践教学注重培养符合社会大众审美观的音

乐专业人才，而不是培养高素质艺术水平的音乐人才。一流大学音

乐专业的教师对于最新音乐审美趋势极为了解，深知国内外的音乐

发展趋势，因此能够为专业学生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一流大学音

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数通过参与歌手比赛以及乐器演出等活动，来强

化自身的心理素质，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学生能够有效处理演出中的

突发事件，大学音乐专业学生的眼界与认知水平都要高于音乐类院

校艺术惠民实践教学下的专业学生。因此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过程

中，不仅需要应用艺术惠民实践教学工作，同时也要推进音乐教学

方式的转型发展，以互联网思维为基础开展个性化的艺术专业教学

工作，线上线下多渠道综合性教育方式的开展，打造“学、演、创、

教”的音乐专业教学模式，是实践过程中检验高校音乐专业教学成

果的重要路径。

结语

大学音乐专业教学工作的开展，需要以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学

模式为基础进行音乐专业教学转型，同时借鉴应用艺术惠民实践教

学活动，开创高校音乐教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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