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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传媒学院流唱专业实践教学调研分析
王　敏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

摘要：艺术实践教学是相对于艺术理论教学而言，是指在

艺术理论教学之外包括艺术实验、实习、实训、实练、社会实

践以及专业比赛等在内的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流行音乐演

唱专业是一门技艺性很强的专业，只有通过不断地艺术实践，

才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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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传媒学院（原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2017 年设立

流行音乐演唱专业，至今已有 3 年的时光。在此教学时间内，

经过多次的修改、调整创建了目前较为成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

模式，融入多种元素流行音乐演唱技巧的教学，形成了较有特

色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效果上也取得了不错的实践反馈，学生

在近 3 年的学习中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比赛和交流并获得奖项。

但是作为一个成立仅 3 年的新专业来说，自身依然存在着许多

不足之处和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本

文试图以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演唱专业为对标对象，就实践

教学的内容、形式、硬件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与分析，找差距，

补短板，吸取其可借鉴之处。

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系创建于 2000

年 11 月，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已逐步构建了“以实践教学为

主，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引导，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实现一专

多能”的现代艺术高等教育模式。流行音乐演唱系始终致力于

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流

行音乐演唱能力和舞台表演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使学生毕业后成为专业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演艺公司

等各类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演唱与表演、教学与研究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

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南传以独立法人新型民办大学的办学

模式，于 2004 年在南京市成立，是一所传媒艺术类应用型大学。

办学 13 年来，先后获评“全国本科生综合满意度 50 强高校”、

全国艺术类独立学院综合排名首位等诸多社会荣誉。现设有播

音主持艺术学院、广播电视学院、戏剧影视学院、美术与设计

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等 11 个二级学院。音乐表演（流

行音乐演唱）专业隶属于戏剧影视学院。

流行音乐演唱专业是一门技艺性很强的专业，学生不仅

需要具备一定的音乐专业基础知识和创作技巧，更需要掌握

音乐表演的技能成为综合性应用型人才。只有通过不断地艺

术实践，才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实践教学可

以提高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运用音乐表演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巩固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同时要培养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

增强人际沟通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为学生毕业后继续工作

和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艺术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实践教学机构

为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充足的艺术实践、培训和成长的机

会和舞台，2002 年 9 月，南京艺术学院成立了流行音乐研究所，

由南京艺术学院主管，委托流行学院全权组织和管理及经营，

通过营销运作，配合和推进流行学院的教学科研活动，建立艺

术实践基地，搭建流行音乐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的桥梁。音

乐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举办了多次大中型演出和表演艺术活动，

例如：与华纳唱片中国（香港）有限公司合办的“明日之星艺

员班” ，并进行招生工作；南京慈善协会“统一冰红茶·爱

之夏 大型慈善义演”华纳群星（老狼、叶蓓等）演唱会；承

办和组织爵士乐队参加 " 首届中国南京国际爵士音乐展演会 "；

组织爵士乐队参与 "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福冈县缔

结友好关系 10 周年，中日联合演奏会 " 的演出；负责江苏卫

视与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合作演出等。

南传以全媒体视野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为

办学特色，当然实践教学的机会非常丰富。2017 中国大学生

音乐节南广赛区选拔赛决赛；2016、2015 中国大学生音乐

节 . 南京站巡演；2015 水木年华见面会等。但是这些音乐活

动都是以学校为主要单位进行承办和负责的，学院并没有成

立专门的机构去负责配合和促进音乐专业的教学和社会实践

活动，因此在后期实践教学体系完善中，需尽快成立专门以

学院为主导的实践教学机构，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

主线，以项目为载体，有计划有安排地让学生参加更多地实

践活动，得到更好的锻炼，为学校实践教学及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提供专业服务。

二、实践教学硬件投入

流行演唱专业实践教学成果的展示效果与硬件设施的完备

有着紧密地联系。恰当的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场地、声场

条件等都应是流行演唱专业进行教学实践必备的条件。作为公

办院校，南艺流行音乐学院，办学时间历史悠久，教学资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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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硬件设施投入也相对较多。为了更好地展示教学成果和承

担不同类型的音乐演出，南艺共配备了九个专业的演出场馆，

其中音乐专业演出场馆四个，音乐厅、音乐学院演奏厅、流行

剧场、演艺大楼 648。音乐厅历史最悠久，1999 年动工，投入

5000 万资金建设。内设 808 个座位，276 平方米的舞台可以容

纳 120 个座位的交响乐团和 200 个座位的合唱团。观演厅的装

饰符合自然扩声的要求，混响与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十分符合，

音质丰满声学效果层次分明，经常作为各种古典乐和民族乐器

及声乐音乐会的演出场馆；音乐学院的演奏厅，虽然只有 150

个座椅，但演出上演率极高，从国际大师班到专家学术讲座，

再到院系观摩都在此完成；流行剧场可容纳 200 个观众，舞台

装上了 LED 大屏，流行音乐演唱演奏音乐会大都在这里举行；

演艺大楼 648，主要是作为音乐学生实践汇报的舞台。

南传，现有音乐专业学生近 500 人，现有教学实践场所为

千人报告厅、露天舞台和音乐综合排演教室，但是千人报告厅、

露天舞台主要承办校内外大型综合文艺演出，实际上较常使用

的只有音乐综合排演教室一处。与现有的学生数量，教学硬件

明显投入不足。音乐综合排演教室内部环境相对较为简陋，条

件有限，没有配备空调，声场环境也一般；较为适合学生平时

在此进行日常音乐排练，但是作为专业的音乐成果展示和汇报

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实践设备和场地的不足，难以满足实践

教学的实际需要。

三、实践教学形式

南艺实践教学形式丰富，积极借鉴国内外高等艺术教育的

经验，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和艺术表演。我们加强了与

美国，挪威，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艺术院校的合作，同时我

们也接待众多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和教师来我校讲学、交流。除

此之外，流行音乐研究所每学年会组织学院师生参加校外流行

音乐专业学术活动，要求不低于 2 次，这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

音乐论坛、研讨会、教学交流等。例如，不定期举办流行音乐

演唱专业技能教师公开交流课。此种形式，老师们之间的交流，

扩展了对于原本单一的一对一课程教学的局限和空间，师生相

互之间互有启发，互有拓展。这种形式对于流行音乐演唱技能

的各种方法手段有了更好的补充，对于不同声音与审美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公开交流的教学方式不仅给台下的学生起到了示

范和引导作用，同时也可以让老师之间对于流行演唱专业有更

深入的沟通。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虽然为学习主体，但教

师的指导作用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程度高低和最终呈现的舞台效果都离不开教师富有经验的指

导。这对教师教学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诉求，教师必须熟练掌

握实践教学的特点、规律、方法，以及具备较多年的授课经验

方能保证实践教学的最终效果。

南传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理论与

实践教学并重、素质培养与专业能力并重的教学理念，实现学

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有机结合，实践性活动丰富。学校坚

持植根传媒、开放办学，以产教学研合作推进行业资源整合和

社会服务，与香港卫视、星光集团、爱奇艺等几十家国内知名

传媒与文化艺术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但关于流行音乐演

唱专业的却寥寥无几，几乎没有涉及。而事实上也因为流行音

乐演唱专业成立仅仅三年，大多数专业教师是从国内外大学毕

业后直接进入学校教学，具有较高的学位和完整的专业理论知

识，但是普遍缺乏行业实践经验，实践教学能力较弱，不利于

实践类课程的开展和体系的构建。学校更应积极给年轻教师开

拓和提供校内外的实践交流机会和平台，让其在实践的过程中，

对教学规律展开深入思考，提高艺术实践教学的能力，学生要

对艺术接受习惯和特点有深刻的认识，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

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南艺流行音乐演唱专业的走访和调研，

对于流行演唱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和内容获得了全新的认识，

积累了及其宝贵的经验，对南传流唱专业实践教学今后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延伸和拓展的重要

空间，它具有其他教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有

利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音乐人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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