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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阈下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
实践教学模式初探

  陈昌文    盛  霞    王家伟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铜陵  244000）

2020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召开的新文
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
出全面部署，拉开了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的序幕。艺术学科作
为曾经的大文科家族，在当下的新文科建设改革中既要归属于
人文学科大一统，也要有艺术类学科的独立天地，但其改革的
总体方向仍要围绕“新”的内容展开。

相比较专业高等艺术院校（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综合
性高校的音乐表演专业在生源特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和办学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一专多能”“文艺相融”“技
艺结合”作为人才培育的主流目标，而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
下，以“新艺科”[1] 为建设目标的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建
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以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为切入点，探
讨新文科视阈下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建设。

1、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注重德艺并举

对大学生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模式推行已久。早在 2004 年，
国家就出台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文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探索，课程思政已经深入到高校的各类课堂中，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作为立德树人战略的实施措施之一，课程思政无疑
也要浸润到音乐表演的课堂中去，尤其是实践教学体系中，这
对于提高音乐表演专业大学生思想修为，推进音乐表演文化的
育人功能以及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等诸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音乐是表演的艺术，那些承载着优秀革命历史文化和民族
精神的艺术作品（如红歌、红色器乐曲）对于提升大学生爱国
主义思想情怀、弘扬家国精神无疑是最好的思想养料。在音乐
表演专业实践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既能培养大学生崇德
向善、务实求真的理念，也能引导学生学有所用，学会用先进
文化推动思想道德建设，真正做到德艺并举、学以致用。

2、大力融入社会舞台实践，致力社会服务

高教司司长吴岩说：“文科教育是培养有自信心、自豪感、
自主性的人，是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文化，是形成
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文化繁荣需要
新文科”。[2] 综合性高校的音乐表演专业发展虽不及高等艺术
院校的“专、精、尖”，但在学科融合与人文素养教育方面却
有着高等艺术院校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人才培养特点具备“一
专多能”性，既有音乐表演的某一门表演技能，又能在综合性
高校浓郁人文氛围熏陶培育下而全面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艺科”应运而生。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是人文知识与艺术素养交叉融合下的产物，办学特点契

合了新文科建设倡导学科交叉的主旨内容。新文科视域下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应围绕课程思政、社会

实践、科技融合和创新意识四个方面展开，培养人文素养高、专业技能突出、适应文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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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综合的知识素养，而这样的人才特点恰好迎合了社会文艺
繁荣的需求，尤其是社会性的艺术表演、文艺传播和文艺策划
工作。因此，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实践教学应发挥专业特长，
积极主动融入社会实践舞台，通过“高雅艺术进企业”“送艺
下乡”“文化扶贫”等措施，开展社会服务，一方面可以提高
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最主要的是学生通过社会舞台实践，能
够进一步端正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理想境界，获得服
务社会的价值行为。

3、加强艺术科技有效融合，推动表演创新

艺术科技作为现代科技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艺术发展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艺术形态变革的技术先锋，推
动着艺术发展迈向新的步阶。互联网、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
新兴技术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通过这些技术的融入，逐步
打破了传统艺术“唯艺术”的单一性，产生了具有现代气息的
艺术科技，进一步丰富了艺术形式。音乐表演专业也理应乘势
而上，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推动表演创新。综合性
高校音乐表演专业教学中可以有效使用智慧课堂技术和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MOOC）形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对学生
开展全方位的培养。在舞台实践环节，应注重在掌握基本表演
技术的基础上，适当通过现代舞美技术加以美化，凸显舞台表
演效果，增强审美体验，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传播，发挥音
乐表演的文化宣传功能。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将
科学技术嫁接到音乐表演的课堂中，而是立足综合性高校的特
点，发挥其学科优势，转变教学理念，有意识地利用现代科技
推进专业教学与改革，促进教学创新。

4、重视学生自我创造意识，培养复合型人才

当代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阳光向上，学习生活充
满热情，极富创造力。高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以及设置与之相
关的各类科研创新基金（如校、省、国家三级模式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各类大学生科研基金等）的支持进一步激发了大
学生的创造力。新文科建设倡导求新求变，因而必须发挥音乐
表演大学生的自我创造能力，让学生们在艺术海洋里释放个性、
尽情遨游。在保持传统艺术的原生性基础上，通过与相近学科
的融合交叉，获得新的展现点，造就新兴艺术。在这样的理念
指导下，综合性高校必须充分利用自身人文学科的优势，补充
音乐表演专业单一化围绕专业本体发展的局限性，加大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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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衔接，转变传统的学科定位，打造新的课程体系，为增强
学生创造意识奠定知识基础。在音乐表演专业建设上，可以围
绕增强人文学科的融通互鉴，在音乐表演课程设置中开始音乐
剧、话剧与舞台剧表演，加大优质艺术资源供给，在音乐艺术
管理、舞台策划、文化运营诸方面实施人才质量提升工程，培
养复合型音乐表演人才。

5、结语

综合性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建设任重道远。面对传统文科知
识性与价值性逐步隔离、适应产业需求主动性不足的弊端，新
文科建设应时而生，在此改革思想引领下，艺术学科当然也要
探索和构建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思路，实施“新艺科”建设。伴
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艺术类的专业方向日渐模糊，其改
革创新不仅重在形式，更重要的是结合主流精神，做到思维创
新并知行合一，构建整体有序、融合互鉴、资源共享的立体化
教育模式，在改革实践中提炼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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