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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高校音乐改革也加入了改革大潮中，
高校音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朝着完整性发展，高校音乐改革要坚持
传统的音乐教育，在固守的传统的音乐中，对西方的音乐文化元素
有所借鉴，从而使得我国高校音乐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另外高校音
乐改革还应该有全面性，目前有些高校在音乐教育中全面性缺失，
不能够在全面性音乐教育中满足学生对音乐的追求，音乐教育改革
要使学生能够在完整性和全面性当中更好地接受音乐教育。

1  高校传统音乐教育
1.1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分析。我国的传统音乐是与

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没有中国文化，我国的传统音
乐就会失去灵魂，失去音乐基础。我国的传统音乐有着独特的审
美，深厚的中华文化蕴育着中国传统音乐。近年来，随着文化交流
的频繁性，也使得中国传统音乐中掺和了多元化元素，使得传统文
化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打破了传统文化在歌词和
曲调上的共性，在思维习惯上和审美上也表现出鲜明个性。对传统
文化的了解，要建立在对音韵以及音乐的各种表现形式上。音乐教
育的改革要以坚守传统音乐为导向，注重传统音乐的教育作为重
点，传统音乐中有太多的中国文化符号和精髓，高校的音乐教育改
革不是摒弃传统，恰恰相反的是，要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锦上添
花，这才是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意义。

1.2高校传统音乐的现状。目前的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在科
技时代的带领下，以及与外界交流的频率增加，使得高校传统音
乐的发展非常迅速，加上教育改革的深化，使得高校传统音乐教
育成为了音乐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传统音乐教育中，近年来比较
多的是各种研讨会增加了，各种与音乐教育有关的机构增加了，
各类专家的讲座也多了，这些都间接地推动着高校传统音乐的发
展，也使得学生对传统音乐的学习了解得更深更透彻，对学生提
高音乐的领悟水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在课程选修上，高
校的音乐课是对音乐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传统音乐的发展。

2  高校音乐改革的发展策略
2.1 创新教学的方法。高校传统音乐要改革，首先是要创

新，教育工作者要紧紧围绕时代的主题，将创新的教育手法融入到
音乐教育当中去，这才是对音乐教育改革最大的推进，这种创新要
表现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同时也使得学生在音乐创作上有创新的能
力，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内容创新方面，有几个注
重点，首先要注重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音乐加以
弘扬，本土文化是音乐的基础，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融入西方文化，
吸收西方的音乐元素精华，培养学生对正确的文化导向，对自己的
价值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在教学内容上的创新，要利用互联
网的便利，将多媒体引入课堂，在难度较大的音程、和弦以及和声
部分，将它们表现在屏幕上，教师对这些难点进行示范演唱，示范
演奏，反复演习演奏，使学生在动态的视觉中感受音乐带来的冲击
与震撼，这样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使得
音乐教学的质量水准能够得以保证并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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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观察力更强，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必经之路，高校音乐改革中既不要放弃传统音乐文化，又要有所创新，在音乐教育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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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音乐艺术的价值构建。在音乐教育改革中，学生学习
音乐最初是兴趣，到后来的喜欢，再进入到专业领域，在这当
中，如果是兴趣和喜欢，只能限于音乐价值的本身，而如果进
入到音乐专业的领域，就要让学生重新认识到音乐艺术的价值，
音乐教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对音乐本身的学习，也不是对音乐本
身的价值所言，而是要将学生的个体与社会结合起来而得到的社
会价值，只有将个人价值融进音乐价值中，才能表现出其社会价
值中，才能使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教育工作者
要在引导的过程当中，让学生了解学习音乐的价值所在。由于多
元化在音乐中的体现，许多学生在学习音乐时，对西方文化的迷
恋，反而缺少对本土文化的了解，这就是音乐价值与个人价值没
有体现出其社会价值出来，在教材修改中，定位音乐价值，使得
音乐价值能够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中体现出来，这是音乐教育
改革所必须要做的事。

2.3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传统文化中融入西方文化，是
音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中西文化有碰撞，会产生不一样的音乐
火花，但中西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音乐上同样如此，但
要处理好中西文化的不同点，就要扬长避短，使得西方音乐文化
在传统音乐中有更好的表现，使得传统音乐文化的底蕴更丰厚。对
西方的音乐文化在某些地方某些人搞盲目的崇拜，这是不可取的，
一个不能坚守自己民族音乐文化并加以弘扬的人，其所拥有的个人
价值在音乐价值当中体现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只有以本土文化为重
点，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这才是音乐教育改
革的重点。当然，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要以一种包容与理解的心态
来看待西方文化，尊重他国的音乐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
视野更加开阔，对认清学习音乐的意义有一定的帮助。

3  结束语
高校的音乐教育改革首先要在传统的音乐上进行改革，传统

音乐有其深厚的底蕴，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能丢，只有在坚持传
统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改革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在高校音乐中，
传统音乐有着许多文化符号，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象征，每个在
高校音乐专业中的学生，都应了解学习音乐的价值所在，如果失
去学习音乐的价值，就失去了个人价值，体现不了其社会价值，这
是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重点，坚决对那些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人
以否定，加深对本土文化的推进与改革，才能使我国的音乐文化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中，就应该有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的
一份努力与坚持，将价值观写进高校音乐教育改革教材中，才能
更好地促进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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