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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的高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

雷　莉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中国·重庆　400000

【摘　要】音乐素养在塑造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高职学校音乐素养课程

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走访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OBE理念的高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从构建三维度要

求、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创建全覆盖教学内容、基于OBE理念的评价机制三方面进行课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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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院校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课程标准中提出

明确提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素质

的提升。为了培养学生音乐素养，高职院校开设了一定课

时的音乐课，对于促进学生音乐素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受到学生个性认知影响和课时的制约，目前高职音乐

素养教育普遍定位模糊，多依附于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存

在“重技能轻人文”倾向。教学内容碎片化，专业师资不

足，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课程整体效果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因此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基于OBE理念的高

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解决传统音乐素养课程存在问题，

为促进高职学生音乐素养培养提供一定理论探索。

1　高职学生音乐素养现状

针对高职学生音乐素养现状，不同的学者对此进行不同

视角的研究，对于促进高职音乐课程开展，促进学生音乐

素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郑乔一（2025）研究指出音乐学

科2017年课程标准中提出素养的概念，并阐述包含“审美

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维度。黄晶

（2024）全面分析音乐素养在塑造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重

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并针对教学内容、课程设置、音乐实

践活动、多元评价等关键要素，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赵

欣（2024）研究指出普通高校是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通

过音乐课程的开设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审美能力以及人

文素质，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朱丽君（2023

）指出音乐素养的培养能够在时代的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王玉玺（2022）研

究指出目前高职院校存在音乐课程重视程度较低，学生的

音乐素养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音乐课程开展难度增加，

教学难度增加。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素养的

重要性和培养难度两个方面，因此本研究探讨基于OBE理念

的高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影响高职音乐素养教育的因素分析

2.1　学校因素对高职音乐素养课程的影响

首先师职教育类型化定位与素养教育融合不足。从高职

学校定位上来说是要培养专门实用性技术人才，实操中体

现产业技能培训优先。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分配、资源配置

方面明显体现处差异性。新版《职业教育法》也明确“德

技并修”原则，但在实际定位中往往侧重于专门技术的培

养，因此音乐素养的培养存在边缘化，呈现可有可无的状

态，定位的偏差导致专业教育和音乐素养融合困难。究其

原因在于政策执行偏差、生源需求断层与课程转化缺失的

三重矛盾。如某省高职美育课时仅占必修课总学时1.2%。

其次是教学形式上现有课程仍以传统乐理灌输为主，音乐

和专业结合脱节，未能构建职业能力转化通道。最后是课

程设置未能满足学生诉求，在内容选择和沟通方式上忽视

学生诉求，导致学生参与音乐课程学习内驱力不足。

2.2　资源配置机制与全面育人脱节

高职音乐素养课程的设置和培养效果的提升离不开专

业设置的支撑，2024教育部数据显示县域高职占比增至43%

，但艺术设施达标率不足30%，究其原因职业教育“双高计

划”重技术设备投入，美育资源未被纳入考核指标因此资

源配置受限。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差对激发老师工作热情，

启发学生内驱力，促进高职音乐素养课程的全面落实起到

了消极的作用。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具有地缘因素，但

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走访发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均的原因

主要集中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城镇由

于整体经济，人文环境等，更容易获取相应资源供给，因

此在音乐课程的落实、场地音乐器械的保障、师资力量方

面具有优势，而其他非发达地区更不容易获取相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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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资源配置机制导致不同学校差距越来越大，对于全面

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实现全面育人造成一定过的困惑。

2.3　生源基础差异性与政策普惠性要求间的矛盾

当前高职音乐素养教育面临的核心困境，源于生源基

础离散性与政策普惠强制性之间的张力失衡。从生源结构

看，高职学生主要来自高中教育分流（占比82%）及中职升

学渠道（18%），其文化基础呈显著层化特征：2023年《高

职美育调研报告》显示，普高生源中仅35%接受过系统音乐

训练，而中职生源该比例不足12%，农村生源无音乐学习经

历者高达73%。这种艺术素养基差（最大达61个百分点）导

致传统班级授课制陷入两难：若按高水平学生设计课程，

将加剧“零基础”群体挫败感；若迁就低起点群体，则造

成优质生源“隐性辍学”。

政策层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保

证艺术类必修课程不少于144学时”，但统一化课程框架难

以适配生源差异。实证研究表明（李文，2024），在未实

施分层教学的院校中，音乐课程到课率从第4周开始分化：

艺术基础薄弱生群到课率暴跌至41%，而基础较好生群因“

重复性学习”产生倦怠。更深刻的是，普惠性异化为同质

化：教材过度简化使音乐素养沦为“儿歌学唱”，背离高

职教育类型化定位。

3　基于OBE理念的高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

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的建设

理念，结合高职音乐素养课程现状，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OBE理念的高职音乐素养课程重构，简单来说就是

形成从社会需求—毕业要求—课程目标（培养目标）—分

层教学—动态反馈——调节完善—实施的闭环选教学过

程。从而有效解决目前高职音乐素养课程存在不足，探索

全面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新途径。具体如下：

3.1　构建三维度要求设定

表1  三维度毕业要求设定（反向设计起点）

维度
基础层

（全体达标）
专业层

（相关专业）
拓展层

（特长发展）

文化感知
能赏析5种以上职
场礼仪音乐风格

熟悉本专业关联
音乐文化符号

能独立策划
主题音乐活动

技术应用
掌握基础音频

剪辑
运用音乐软件完
成职业场景创作

获行业一定的
专业认证

创新迁移
模仿完成一定的

节奏改编
将地方音乐元素
融入产品设计

产出市场流通
的音乐

通过反向设计分层达标路径，实现普惠目标与生源差异

的辩证统一。针对不同层级人员提出不同的教学目标，从

而实现不同群体音乐素养的协调发展。

3.2　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创建全覆盖教学内容

针对高职生源艺术基础两极分化的结构性矛盾，课程

重构采用“基础普惠包+专业融合包”双轨分层模型，实现

普惠目标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基础普惠包通过“1+X”

弹性机制保障全员达标：核心课《职场音乐礼仪》覆盖通

用能力（如会议背景音乐选配），配套4门选修模块（数字

音频剪辑/流行演唱/节奏训练/非遗鉴赏）实施三级任务制

差异化教学——以《数字音频剪辑》为例，零基础生完成

模板化提示音制作（L1），有基础生合成企业宣传片配乐

（L2），特长生则创作交互式游戏音效（L3）。专业融合

包则按职业群嵌入场景化模块如数字媒体专业开发《影视

音效制作》培养声音蒙太奇技术，使音乐素养直接转化为

可认证的职业能力。

3.3　基于OBE理念的评价机制

评价是OBE理念的重要部分，根据研究设想，OBE评价

机制以“职业音乐应用能力”为终极目标，构建“三阶四

维”动态闭环系统，通过过程性、终结性与发展性评价的

有机联动，实现素养培育与职业需求的精准映射。过程性

评价（占比40%）聚焦基础能力养成：采用智能节奏音准

测评工具（如AI声纹分析）对全员实施基础素养达标考核

（占20%），同时对不同的专业嵌入职业情境任务，如酒店

管理专业设计宴会背景音乐方案、学前教育专业创编智能

伴奏儿歌等，由企业导师按岗位标准进行实景评分（占20%

）。终结性评价（占比40%）强化产出成果认证：要求学生

完成与专业绑定的作品产出。发展性评价（占比20%）则依

托“素养成长档案”，追踪学生从基础层到拓展层的跃迁

轨迹，评估可持续成长力最终实现OBE“定义-达成-验证”

的教学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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