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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期以来，音乐学科中新的学科方向开始受到西方
音乐学者的普遍关注。这其中，音乐文化中音乐在多种层面上
如何进行传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其中包括了音乐
传播的的概念以及音乐用何种方法进行传播及其以何种方式表现
出来。如在音乐传播表演中，表演者的身体语言在表演中起到
了什么作用、标记乐谱在音乐传播中起了什么价值、音乐剧、
音乐传播在音乐教育中的形式等等。

1  何为网络音乐传播
所谓网络传播，是指人类借助互联网（包括音乐、视频、

新闻、知识等）传播信息。口语传播、乐谱传播、电子音乐传播
和网络音乐传播是当今音乐传播的四大方式。依靠光、磁等介质，
以数字形式存储，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阅读使用的时候通过计
算机或类似设备。网络音乐传播的基础，无疑是计算机网络，通
过计算机网络，网络音乐在互联网上进行互相传递、互相交流，音
乐文化传播的目的，借网络更轻松地得到实现。

2  互联网音乐传播的特征
低成本、大容量、可互动、跨文化、多功能、高速度是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的网络传播的六大特征，而网络音乐传
播也在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将自己独有的五大特性发挥了出来。

2.1 实时性。过往的音乐传播方式周期太长，传播时间大大
延迟。如在没有网络的传统年代，一名歌手要让自己的歌曲传播出
去，要去接洽唱片公司、各种接洽商谈事宜完成后，唱片公司要准备
一系列事情，然后歌手还要在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再加上录制好了以
后唱片大批量制作的时间，往往要经过半年甚至一两年才能使其音乐
传播的目的得以实现。网络音乐传播方式的出现，使受众一直以来能
够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各地的为音乐资讯和实时欣赏到世界各地最新音
乐的企盼变为现实。网络音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实时性。

2.2反复性。以往的最新音乐资讯和最新音乐传播基本都不
具有反复性。如舞台表演、电影、广播电视等传播活动，受众如
果要欣赏，就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去剧场观看或守在电视机和广播
前等待欣赏，虽然有录音和录像设备，可一来大多数剧院对录像
是禁止的，二来录音毕竟不能达到原有的音质，欣赏效果大大降
低。所以传统音乐传播媒介基本没有反复性可言。而网络音乐传
播就截然不同，在互联网环境中，大众可以将自己喜爱的任何格
式（音频、视频、FLASH动画）等各种格式随心所欲地进行收藏或
下载，反复观看或欣赏。

3  音乐教育领域受网络音乐传播的影响和作用
当今四种主流音乐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口语传播、乐谱

传播、电子音乐传播）中，它彻底无视了时间和距离的束缚，将
传播者和受众的交流接触拉近到了零距离，影响非常深远。它的
出现，彻底将音乐教育方法多元化的梦想变为现实，同时也让互
动化的授课模式和教学资源的多样化彻底实现。

在网络传播模式下，教师可以将音乐材料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方，经由互联网向学生传播，而与之相对应的，学生也可
以在任何有互联网的环境下经由互联网下载和观看这些材料。不
同空间的同步授课在当今互联网环境下也不再是梦想，教师通过
一些社交软件如QQ、微信等可以随时和学生实现在线视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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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针对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方面受到网络的影响和作用提出思考，并指出当代人的音乐观念受网络音乐传播
特性的影响所带来的变化，让人们正确利用网络为音乐生活创造更美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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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老师在台上机械讲，学生在台下机械听的以老师为主的教
学模式，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被彻底改变，互联网彻底打破了这一
束缚，在课后，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如微信、QQ等社交软件，
将自己的看法直接向老师提出来，这样使得学生不单对课堂上所
讲的内容理解得更加深刻，更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
在学习中推陈出新，自由思考，思维不再局限于某个框架。使得
音乐教学互动起来，不再局限于课堂一时一地，最重要的是学生
成了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中心，符合了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因为跨时间、跨地域、跨空间等网络传播所固有的特点，所
以在空前广泛的范围内使音乐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音乐教学资源
也因为互联网的推动变得空前地丰富多彩，继而派生出了多种多样的
与网络教育相关的资源如网络图书馆、网上论文网站、网络音乐书刊
等等，这些存储在各种介质上，随时随地随手可查的网络文件，首先
是彻底将时间限制完全打破，一般的图书馆是没有二十四小时开馆
的，它总有休息时间，这给很多读者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因为他们所
研究的课题，是需要长时间查阅图书的，而有些图书不外借，不能带
出图书馆。互联网图书馆的出现则较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随时随
地可以下载，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而且大大节省了去图书馆查阅图
书，一去一回的时间浪费。其次是彻底无视了距离的束缚，有些学者
要去查书，去找前人的资料来印证自己的理论，但即使再大的图书
馆，藏书量也始终是有个限度的，有些图书本地的图书馆根本不收
藏，但远在千万里的别的图书馆却有收藏，很多人是根本没有条件远
赴千万里去查阅资料的，而拥有海量信息资源存储的互联网提书馆则
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本不用出门，只要有一台电脑或手机，在有网络
的地方，远在千万里的图书馆里的资料任你予取予携。随着电脑和网
络的飞速发展，E书和电子期刊也随之应运而生，它们具有以前的纸
质图书课期刊所根本无法企及的多媒体优势，电子期刊和E书，可以
随意在里面加入音乐、视频，让读者在欣赏文字的时候，聆听和文字
相关的音乐，欣赏和音乐相关的视频，对文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在音
乐教学方面比起以前的教学模式更是便利无比。

4  结束语
当今科技时代，虽然借助网络传播音乐的模式给很多音乐活

动和传播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便捷，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它在
带来方便的同时，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音乐表演和音
乐创作融为一体的同时，却也越来越模糊了音乐分工，使得音乐
的真正魅力被逐渐淡化，一些音乐价值观也因为网络传播模式的
出现有了一定的变化，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所以，我们要把它
看作一把双刃剑，合理利用这种工具，将音乐传播艺术和人类审
美理想的时代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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