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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当前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不断深
化的，这就为高职音乐课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音乐课是高职教育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音乐课的
开展可以着力的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审美，为了契合社会
当前发展的需要，高职音乐课教学也相应的做出了一定的变革，
但纵观发展现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不可避免的存
在一些问题[1 ]。

1  高职院校进行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生的音乐素养比较低。如今我国的教育体系是越来越

完善的，在高校教育当中，音乐教育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
高的，在高职院校当中进行音乐教育的开展，能够在很大的程度
上将教育的深度加以延伸，进一步的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
在接受音乐教育的过程当中，学生的人格也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音乐教学的开展对于学生自身的人格培养来说会起到积极的引导
作用，帮助学生树立起更乐观的生活态度，强化学生在学习和生
活上的自信。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学生自身的音乐素养还是比较
低的，虽然学生对于音乐的喜爱程度比较高，但是对于音乐的喜
欢过多的侧重于流行音乐方面，专业的乐理知识是比较贫乏的，
这就造成了学生自身的总体音乐素养比较低，审美能力也难以得
到提升[2 ]。

1.2高职院校中音乐社团的数量不足。高职院校主要是对学
生的专业技能进行培养的，所以说音乐社团的数量和类型是比较
少的，音乐教育的开展可以实现学生艺术审美能力的强化，使学
生的综合素质得以发展，隐藏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当中，必须
要结合学自身的学习状况来进行实践活动，将更多具有时代的音
乐作用作品教给学生，让学生更好的投入专业学习的过程当中，
继而有效的实现高职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但是当前由于音乐社团的缺乏，所以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难
以借助于音乐教育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音乐教育的作用难以
充分的发挥出来。

2  高职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高职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高职院校处于一种

扩招的状态，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学校内的教学基础设施
却不够完善，这就难以为音乐教学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音乐设备的投入和对设备的维护管理方面还是相应的存在着一
些问题，因此说音乐教学设备无法对教学的开展产生促进作用，
整体的教学效果是比较差的，单纯的理论课程讲解难以促进学生
音乐素养的提升。

2.2音乐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在我国当前的高职音乐教育
当中，可选择的方式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充分的将科技的
优势应用到音乐课堂教学中，这就直接导致了学生的课堂学习积
极性比较低，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
很多老师在进行教学计划制定的时候都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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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学生自身的个体差异性没有得到重视，由此便直接导致
了班级当中学生学习结果存在差异，基础扎实的学生音乐素养
越来越高，但是基础薄弱的学生进行课堂学习的兴趣却是越来
越低的。

2.3音乐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当前高职音乐教学当中，课
程设置方面的不合理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前我国高职院
校当中，音乐课的开设大多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的，学生在进
行选课的时候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所以那些音乐基础本来就
比较薄弱的学生就因此放弃了音乐学习，这并不利于学生自身综
合素质的提升，由于很多高职院校并没有对音乐课程的教育价值
有所重视，所以说整体的音乐教学体系也是不完善的，在这样的
发展基础上，教学的效果也难以实现有效的提升。

3  针对于教育问题的改革策略
3.1加快音乐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

以为音乐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的，可以有效的实现整体教学质量
的提升，使音乐教育的作用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凸显出来，一方
面高职院校需要加强硬件设施的投入，比如说各种乐器的购买和
教学场地的建设，另一个方面也要重视音乐软件建设，比如说要
组建起一支专业素质比较高的音乐教师队伍来对学生进行引导，
实现高职院校教育水平提高的目的。

3.2对音乐教育的手段要加以创新丰富。通过教学手段的丰
富，有助于多元教育模式的构建，将信息技术更全面的应用到高
职院校的音乐教育当中，逐步的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更
大的程度上提高学生接受音乐教育的积极主动性，对素质教育的
理念要更加深入的践行下去，将高职音乐课堂的特色展现出来。

4  结语
综上，就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高职教育体

系是不断完善的，在高职教学当中，音乐课程的开展也相应的取
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对于学生的整体发展来说是会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的，因此说高职院校的老师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发挥
出音乐教学的作用，针对于当前发展过程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从
更加多样化的角度出发来做出探索，继而有效的提升高职院校音
乐教育的质量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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