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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新媒体时代的本科院校音乐教学改革探索研究
蓝云飞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使本科院校音乐教育焕发新的生机。

本论文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本科院校音乐教

学中，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和兴趣，帮助学生消化和理解

重难点知识，从而提高音乐教学质量，保证音乐教学效果，促进

本科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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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推动着各种信息的高速

传播，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社会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

体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对我们一直采用的传统教

育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新媒体教学方式将传统教学与网络技

术的飞速发展结合起来，有利于课堂教学模式的更新和升级。

一、新媒体技术在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新媒体技术在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是教学方法

的更新

目前，随着网络设备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连接互联网的

软硬件都有了快速的飞跃，这就要求教师的教育手段迅速适应当

今不断发展的现代教育手段。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有助

于深化现代教育改革，也有助于教师创新，找到一套现代化、高

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

由于互联网上信息的高速传输和存储，教师可以在互联网上

找到大量的教学资源、教学视频或图片。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

学生获得更多的音乐资源，跳出课本，学到很多课本上说不出来

的知识，拓展学生获得音乐的途径。

（二）新媒体技术的及时性可以帮助学生及时学习新的元素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都应以时效性为基

础。新媒体技术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新

媒体技术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高科技教学工具，可以取代一定程

度的教学活动，然而，一些教师片面地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可

以解放自己备课的时间，但仅仅依靠新媒体资源，在互联网上下

载 ppt 是不现实的。

因此，教师需要设计自己的 PPT，充分考虑新媒体的时效性，

并适当添加一些流行元素，使 PPT 更加生动。这本书没有错。学

生也会喜欢这种教学形式，但一定要避免浮华，不要让观看新媒

体上播放的 PPT 或视频教学资源成为学生学习音乐的唯一动力。

（三）帮助学生消除学习焦虑，提高学习积极性

目前，本科院校音乐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倾向于

一些相对落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训练班，容易导致学生急躁不安，

感觉老师讲课很枯燥，产生不愿学习的心理。因此，教师需要关

注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保证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降低。

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会使学生对它产生新的

认识，可以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将音乐资源、优质的教学视频等，

可以使学生视听结合，可以激发学生的多种感官，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二、新媒体技术在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一）运用新媒体技术创设音乐教学情境

在新媒体的应用中，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音乐，获得更多的

音乐灵感，因此他们对学习音乐知识的兴趣越来越高。本科院校

音乐教育可以通过新媒体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有经验的教师使

用新媒体教授基础音乐。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新媒体的学习材料，

以多种方式鼓励学生理解和理解音乐，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创设音乐教学

情境，帮助学生融入音乐知识的奇妙海洋。使学生能感受到音乐

美的变化，感受到每个音符在脑海中的跳动，从而更好地学习音乐。

如何运用音乐技术创设情境教学，首先需要教师对相关知识

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把握，离不开教材，将教材中的知识内容有效

地结合起来，整合到新媒体搜集的素材中，通过新媒体的展示，

能创造良好的音乐教学情境。

通过新媒体创造的情境，学生可以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改变思

维方式。虽然学生对音乐理论的主要知识已经非常熟悉，使他们

的音乐知识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但是在音乐教学的需要背景下，

学生仍然需要对音乐进行深入的学习。

比如，在引导学生唱歌的过程中，老师应该让学生听懂这首歌。

新媒体可以通过音乐的不断停顿或实时升降，让学生直观地感受

到音乐的变化，因为音乐研究中获得的大量知识都是为了提高自

己的音乐技能，具有歌唱技能和情感技能的特点。因此，借助新

媒体，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准确度不高、需要修复的领域，

让学生轻松完成学习体验，提高技能。

（二）收集和展示相关信息，帮助学生加深知识

在新媒体环境下学习音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音乐技

能，理解教师提到的一些技能，并逐步应用到音乐中。教师可以

通过从新媒体下载的素材，围绕歌曲的具体主题策划和创造体验

背景，让学生进入现场。学生将能够对歌手的感受和想法有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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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因此，通过新媒体，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创作音

乐作品，为什么一些好的歌曲能被如此广泛地传唱。音乐必须具

有深刻的意义和天然的价值，才能触动人心。因此，教师要努力

为学生创造学习的机会，用真实丰富的经验体验音乐，思考音乐，

增加对音乐的热爱，在音乐世界中感到舒适和快乐。

到目前为止，我国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大多还是以课本知识

内容为主，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实践教学，这将极大地限制学生获

得音乐知识的来源和学习更高级音乐技能的途径。

如果我们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就会体现出新媒体技

术在教育中的优势。因为教师备课时可以从网上下载更详细的知

识，帮助学生理解，这部分资源可以大大减少教师需要给学生演

示的时间，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而且，当学生提问时，教师可以

利用新媒体，及时获取相关信息、相关图片、视频，给学生丰富

准确的知识解答。让学生在兴趣中深刻记忆相关知识，从而提高

教学质量。

三、新媒体技术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一）在教学中过度使用新媒体技术是不恰当的

运用新媒体技术可以有效地鼓励大学生学习音乐。大学生具

有对各种新事物产生兴趣的能力，他们对学习活动的参与并不局

限于他们的理解水平和认知能力。新媒体教师在基础音乐教学中

利用大量的网络教学资源，可以更好地发挥教学和学生音乐发展

的作用，培养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学习水平。

通过运用有经验的学习方法，大学生可以更好地参与音乐学

习活动，从而拓展自己的音乐知识。然而，新媒体技术仍然不能

完全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

以教案为例，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明显的优缺点。传统

的黑板和粉笔教学使教师的授课内容更加详细，而现在利用新媒

体技术进行教学，可以简化不易理解的抽象复杂知识，提高学习

兴趣。

新媒体教学方法确实有很大的便利性和发展空间，但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不能过度使用新媒体技术，更不能依赖新媒体技术。

这种形式虽然可以简化音乐中的难点，更有利于大学生对知识内

容的掌握，但在掌握的过程中，大学生却失去了锻炼思维能力的

机会。虽然获得知识比较容易，但他们已经失去了锻炼自己能力

的机会。他们不能鱼与熊掌兼得。因此，我们应该把新媒体教学

的使用频率放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将其作为一种教学工具。

（二）正确运用新媒体技术

在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运用多种方法对新媒体教学

应用的效果进行分析，得出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所取得的效果，找

出音乐课堂上哪些教学内容需要改进和完善。

教师应注意在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运用学习方法所要达到的

学习目标，找出达到学习目标的方法，并总结课堂教学活动中这

些学习目标是否达到的主要原因。

音乐教学结束后，教师应对教学效果进行必要的评价，以便

在今后的教学中增加学习经验的内容，提高基础音乐教学的质量。

而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新媒体技术，要正确看待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如今的新媒体教室可谓设施齐全，网络上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许

多版本的教学课件。

因此，教师一定要精心挑选教学课件，既要避免内容僵化，

又要抑制过多的生动性，因为过于僵化会失去新媒体技术的优势，

过于生动会让大学生忍不住沉浸在幻灯片中，而不去注意其中所

包含的知识，教师还要学会制作课件的能力，让自己对知识的理

解完全传达给学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的创新，教师也需要改进教学方法，跟

上时代的步伐，有效地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本科院校音乐教学中，

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和兴趣，帮助学生消化和理解重难点

知识，从而提高音乐教学质量，保证音乐教学效果，有助于本科

院校音乐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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