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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非艺术类专业民族艺术教育普及创新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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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非艺术专业的民族艺术教育普及是新时代的新要求，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本文主

要从高职院校艺术类专业民族艺术教育现状、民族艺术教育的意义、提升民族艺术教育的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民族文化

艺术在高职院校的普及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其次就是对声乐的创新，虽然岁高职院校的来说难度较大，但是依托教

师多样化的教学和学生的实践，会慢慢发展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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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art education for non art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art education of Art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significance of ethnic art educ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ethnic art educ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nd ar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ill has a 

certain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second is the innovation of vocal music.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aged vocational colleges, it 

will gradually develop and mature relying on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of teachers and the practic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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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非艺术类专业民族艺术教育现状

1.1高职院校概述

现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科技更新换代日新月异，人

才竞争更是尤为激烈，现在社会各行各业对各大高校、

高职毕业生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高职教育在我国发展时

间还很短，相对于其他本科高校悠久的历史背景，高职

教育还是一个正值青春的青少年。所以高职教育相对于

国外的高职教育还有差大的差距，不管是教育体系还是

师资和生源都不能同日而语。尤其在生源上，我国现在

的高职生源大多数是高考中，成绩稍差的一部分。而且

社会上对高职学校仍然存有偏见，认为高职院校与本科

院校差距颇大，甚至不愿意将孩子送入高职，出现过招

生难等问题。但是在国外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处在相同

地位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就面临着分流，一部分流向

本科高校，这些高校的学生专注于研究学术。另一部分

流向高职院校，高职院校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摇篮，实

用型人外在国外享有较高地位，所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

扶持政策尤为重要。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对职业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也

非常重视，高职教育在中国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国家

对高职教育的重视，高职院校的招生难问题得到一定程

度的缓解，教育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为社会的发展输送

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

1.2高职院校的民族艺术教育现状

首先，高职院校的学生主要是通过高考进入的职业

院校，大多数人对艺术教育并没有涉足。所以在高职院

校的多数学生并没有艺术的基础，更不要提民族艺术。

民族艺术在年轻人群中受众率不高，大学生更那些普通

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流行的艺术，比如西方音乐比民族音

乐在中国的流行程度更高，很多大学生更容易接触到。

民族音乐比较偏门，在民族艺术院校设置的课程更多，

更专业，普通院校即使设置音乐类课程，也是钢琴，小

提琴居多，而且西方的摇滚音乐在年轻人群中更受欢迎

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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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多是培养实用

型人才，大多数高职院校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

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的教育误区，而中国

职业教育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重专业、轻素质，重技能教育、轻艺术教育”的现象1

这种现象在中国教育行业已经根深蒂固，短时间内难以

改变。院校重专业，设置的课程主要是面向学生的专业

知识，高职除了知识基础之外还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

力，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毕业就可以上岗。所以高职

对艺术类课程的很少安排，忽视了学生的艺术性培养，

所以就有轻视艺术性教育的说法。高职院校为了学生毕

业就能上岗就业，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安排较慢，而且

目前多数高职的就读年限为三年，学习时间紧凑，就有

人认为艺术课程对高职学生作用不大。从这个方面来看，

高职艺术教育的确实是

再次，就目前来说中国艺术性人才较少，高职院校

的专业艺术老师稀少。因为艺术性人才培养的成本较高，

艺术性人才培养一般从小开始，小时候就要参加各种培

训班，这是一大笔开销，到了高中毕业之前还要参加集

训，几个月就要好几万，这是一般家庭很难承受这一大

笔艺术培养的开销。另一方面艺术既需要天赋也需要勤

学苦练，艺术的道路是孤独，艰辛的。所以艺术人才的

培养极为艰难。民族艺术的专业人才就更为稀少了，因

为相比于其他艺术专业，民族艺术流传规模较小，有些

是师传，艺术院校的民族艺术的设置也比较少。由于高

职院校是专注于实践教学，很难吸引民族艺术老师进校

教学。一般在民族艺术上造诣较高的老师，他有专门专

研艺术的单位，在钱财上也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请

这样的老师都是在中国较为出名的艺术院校或者高校才

能请得到他们出山。而另一些造诣不高的民族艺术学生，

资历尚浅，难以掌控课堂教学，很难把握高职非艺术专

业的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艺术教学的深度，所以高职院校

民族艺术专业老师嫉妒缺乏。

最后，高职院校设置的艺术课程较为单一化。一些

民族艺术老师给学生的课堂教学一般是民族艺术的理论

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偏学术，非专业学生很难听懂。这

就造成了课堂枯燥乏味，学生课堂兴趣不高。一些学校

设置必修学分强迫学生学习，这完全偏离了艺术性课程

设置的初衷。还有一些老师在课堂上播放艺术性表演的

视频，通常一些民族艺术大多受众率不高，学生很难欣

赏其中的美感，亦造成课堂活跃度不大。

二、高职院校非艺术类专业民族艺术教育的意义

现在中国社会向着更高质量发展，对毕业生的要求

也更高。社会不仅需要专业性更强的学生，而且也需要

学生各方面都达到要求，才能适应发展更快的现代社会。

现在用人单位也注重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情商的审视。

高职院校开设民族艺术课程有利于学生提高审美情

趣。艺术性课程的设置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审美的品位上

有一定的提高，同时艺术可以让人沉浸，安静下来感受

世界、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前进时

常常会忘记我们最初的梦想和目标，而艺术可以让我们

寻找自我，在迷茫时回到最初。不忘初心我们才会走得

更长久。艺术是一门潜移默化的修行，在这种慢变中我

们逐渐对美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开始有目的的追求美。

这种对美的执著，可以对我们的专业有很大帮助，各种

专业都是需要美的修饰，任何专业、行业做到极致那就

是艺术，艺术不会被定义。所以在高职院校中设置这样

的课程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审美，与此同时也是对学生

相关专业的深造。这样学生才不会仅仅只局限到自己专

业里面，对外部知识摄取少了，那么就是自身的封闭，

自己本来的专业也很难进步。民族艺术课程的设置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而且也是学生向着更完善的自己而

努力。

高职院校开设民族艺术课程有利于民族艺术的传承。

学校设置民族艺术课程就是对民族艺术的重视，学生学

习民族艺术才能了解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的普及率较低，

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宝贵财富置之不理，

那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如果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

不去关注民族艺术，不去传承民族艺术那么就是人类文

明的一大损失。这些事我们老祖宗世代相传的财富，我

们应该以身作则传承下去。高职院校对民族艺术教育普

及，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全面的了解

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好的爱我们的国家。民族传承有助于

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有些民族艺术传承岌岌可危，比如说皮影，杂技等

现在人很少会愿意再把老祖宗的东西捡起来，认为这些

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的需要。

有些人或许喜欢民族艺术，但是由于了解的渠道有限，

并没有官方的正规的民族教学。高职学校引进专业老师，

设置专业课程满足更多人对民族文化热爱的需求，更好

的将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高职院校开设民族艺术课程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校只专

注于学生成绩或者专业性的培养是远远达不到现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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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民族艺术进校园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学

生培养一些新的爱好，而不是整天待在宿舍追剧打游戏

虚度年华，艺术可以带领学生走出去，以艺术独特的审

美角度去感受世界的美。艺术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艺术有其自身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学生以这种

认识世界的方式出发，在教育上可以开发新的发现问题

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喜爱艺术的人是温柔的、美

好的，他们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他们永远为生命

的伟大而热泪盈眶。这样的学生身心都朝着健康和正能

量的方式去成长进步，是学校美育教学最好的典范，学

生的道德品质会得到显著的提高。以艺术为主要教育方

式，教育更婉转、学生更容易接受，大大的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三、提升高职院校的非艺术类专业民族艺术教育的对策

3.1高职院校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高职院校之前一直奉行的短时间内能够出现效果的

宗旨，所以对艺术类课程是长期忽视的。学校要从学生

长远的发展利益出发，要充分认识到艺术学习对学生长

远发展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对艺术就十分重视，

古时候的贵族子弟就学习“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女子要熟练掌握“琴、棋、书、画”等艺术。在

这样浓厚艺术氛围烘托下的古代人温文尔雅，敦厚温良，

这就可以看出艺术对人性格和道德发展的促进作用之显

著。现代教育更需要艺术作为培养人的辅助工具，让他

们在现在浮躁繁华的社会能够安静下来。内心的安定更

容易接近自己内心中那片净土。

学习民族艺术符合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达

到一定的高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族艺术在德、智、

体、美、劳各方面作用很大，民族艺术可以陶冶学生的

品德，提高他们的素质；也可以锻炼他们的身体，比如

说一些简单的杂技，蹴鞠等，学生在课余时间经常练习，

坚持一段时间可以使学生锻炼体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会感受到 “坚持”二字的不容易，同时也可以磨练

他们的品格。 

学习民族艺术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艺术本

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学习艺术就是一个接触创

造的过程。“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长期受到理论教育限

制，思维发展不够充分，自身艺术感受力比较有限，在

艺术欣赏中，大多是通过理性思维看待艺术形式，比较

关注艺术形式中的黄金分割以及构图等，缺乏对艺术美

的关注和欣赏。”2在民族文化进校园之后，学生长期沉

浸在这样的氛围中，对本专业的学习和自身的创造能力

都是极大的提升。学校应该全面加强对民族艺术的认识，

将民族艺术在校园中播种发芽，在学校的土壤中茁壮成

长，对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具有重要作用。这完全国家

倡导的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自信。以艺术为媒介，将党

和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到高职教育中是高职院校现阶段应

该要做到的主要任务。

3.2开展校园民族文化活动

非艺术专业学生学习民族艺术课程，只仅仅局限于

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民

族艺术类活动。在课间或者就餐时间用广播站播放民族

类音乐，这就要负责人谨慎挑选音乐，学生基本没有民

族音乐的基础。所以在开始实施时，音乐的尽量挑选学

生比较熟悉或者韵律是大众较易懂的音乐。

不仅仅如此，学校可以主持开办校园民族文化艺术

节，鼓励学生进行展示给予一定的学分或者奖品的奖励。

民族文化节的子活动可以多种多样，书法，绘画，或者

民族服饰的制作和展示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兴趣。校园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活动，打造新的民族文化校园氛围。让学生

发现民族文化的美，教会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美，欣赏

民族美，最后创造民族文化的美，做一个有审美情趣和

审美能力的人，也是大学生成才的必修课，高尚的审美

情趣和卓越的审美能力也是一个当代人的重要素质。文

化节不仅仅可以愉悦师生身心，也是一个展示美的舞台，

学生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向同学展示自己所理解的民族

文化美，全校学生共同交流，发现不一样的民族文化。

3.3优化民族文化师资配置，开展多样化教学

高职院校民族艺术师资缺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

是高职学校开展民族艺术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

族艺术人才是一个社会现实，短时间里面很难培养出满

足学校教学的老师。那么学校需要打破传统老师出身名

校的传统观念，有一些非物质传承是家传或者师徒相传，

他们没有进入正规的专业学校培训，没有社会普遍尊称

的高学历，他们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可以请

他们在学校担任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学，摆脱学历和职称

的束缚，引进真正的民族文化大师。在教师的引进时，

学校应该加强对老师的专业和人品的审核。

老师在授课时应该注意高职学生的实际情况，摆脱

单一化教学。在知识的传授时不要填鸭式的传授学生那

些枯燥、深奥的理论知识。应该挖掘民族文化背后的故

事，课堂教学应该以故事性为主线，辅之以视频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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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让民族文化在课堂上“活”起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学期末，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教学汇报。让学

生上台进行简单的艺术展示，加强艺术实践，学生才能

够对此理解更深刻。

四、高职院校非艺术类专业创新声乐研究

创新声乐是一个庞大繁杂的工程，对高职院校的非

专业学生更是难上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声乐创新

就非常需要在外条件的支持，老师就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了。声乐老师的专业能力要达到课堂教学的要求，课堂

教学效果是衡量一个老师是否达标的最基本的方面。合

格的声乐老师应该有专业的声乐知识和声乐技能，好要

拥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够将一些晦涩的知识通俗易懂

的传授给学生。由于高职学生一般没有什么声乐基础，

所以老师的教学应该从最基本的乐理知识和入门教学开

始。不要急于求成，将一些较为难懂的概念和理论灌输

给学生。因为不是专业课，课堂不要过于单一和枯燥。

老师可以利用教室的多媒体数字教学，声乐创新应该从

声乐教学创新开始，利用现在教学科技，带给学生不一

样的课堂。老师可以适当进行讲解，对于非专业学生来

说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可能是天差地别的，其他教

学手段是能是辅助作用，在高职声乐课堂上老师的作用

是不可撼动的。

老师不应该只专注于自己的课堂，以学生为主把课

堂交给学生。学生开始接触声乐都是从模仿开始，模仿

可以更直接的了解专业人士的发声方法，减少学生在入

门阶段走一些不必要走的路，然后从模仿中找到自己的

特色，找到属于自己的声乐艺术。老师可以因材施教，

根据每个学生的音色进行合理安排，班级还可以成立一

个合唱团在校园活动中可以开展表演。声乐教学不要仅

仅局限于理论和教学，应该是走出课堂进行实践，在实

践中才能创新。

声乐创新可以加入民族元素。现在声乐唱法和技巧

基本上流行的是西方的唱法和技巧，西方声乐较中国声

乐发展更完善，而且已经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科学性的系

统，是现在世界所认可的主流唱法。但是声乐在中国发

展也可以融入中国的特色因素，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声

乐。中国地大物博，五十六个民族有五十六种文化，每

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音乐。比如广西壮族的山歌、河北

梆子、陕西秦腔等充满地域特色的音乐。北方的民歌就

像北方的人一样豪迈、气势强；南方的音乐就像南方的

山水一样细腻婉转，柔情似水。把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

融入声乐中，从而创作出一种新模式的中国民族声乐，

给中国各地区的人民一种亲切的富有归属感的情感。除

了融合各地区的特色音乐还可以融入一些传统的戏曲元

素，现在年轻人对戏曲比较熟悉，虽然国家在大力推广

中国传统戏曲，但是戏曲本身的晦涩使戏曲出现断代的

尴尬局面。现在一些创作家为了符合国家的文化自信的

政策，也在将一些戏曲元素加入各种音乐中。音乐加入

戏曲的元素，让那些歌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受到

市场的欢迎。两种方式的融合即可以让民族文化得到广

泛关注，也可以使声乐进行一种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要

求的创新。

总而言之在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是应教育界的教学

要求，高职院校的声乐课程是素质教育在学校的具体实

践，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设置声

乐课程可以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可以使学生陶冶情

操，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从高考的角度来说，非

艺术类学生是参加全国或者各省联考的学生，在进入大

学之前基本上是没有美术基础，在进入大学之后，专业

设置上也没有专门的艺术设计课程。”3声乐创新对高职

院校的学生而言本身就具有较大的难度，学生没有声乐

基础，创新又谈何容易。所以高职院校的声乐创新应该

要重点把握学生的声乐基础，加强理论知识的建设，同

时又要进行实践。实践是学习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快速

将课堂上的掌握的知识加以运用，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然

后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声乐能力。对

于创新要在实践中多加思索，融入不同元素，大胆探索，

不怕失败。

五、结语

高职院校中非艺术专业的民族艺术普及是新时代对

高职教育的新发展和新要求，时代发展不仅需要专业性

强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审美和情操的素质人才，才

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高职院校开展民族文化教

育课程仍是困难重重，需要学校的正确管理和正确的教

学观念，同时也需要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需要政

策的扶持。社会慢慢培养民族文化人才，为高职院校的

教学输入专业的师资力量。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高

职院校在内部教学和校园管理中也可以消化大多数存在

的问题，动用资源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让高职院校的学

生成为民族文化传承者、弘扬者。

声乐又艺术的一个部分，声乐课程在高职校园相较

于民族文化更容易设置。因为声乐在我国并不像民族文

化那样凋零，特别是西方声乐发展已成系统，所以声乐

老师并不是那么难找。但是高职院校要对声乐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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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一定难度，重点应该放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实践的 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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