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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21 世纪发展过程中，音乐通识教育无疑成为了人才培养

的重要内容，在培养人才综合素质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
主要围绕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不足及改革建议展开论述，
深入分析当前国内高校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现状，然后剖
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通过本文的研
究能够更好地帮助高校完善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从而更好地将
音乐通识教育的效用发挥出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1　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现状分析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完善属于一项重大工程，因为音乐通识教

育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其中涉及人文、社会、自然、音乐
等多个领域，涉及多个学科知识，如何在音乐基础课程上进一
步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音乐素质、审美能力等音乐综合素养，
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健全人格等方面是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
建的主要目标。当下很多高校在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方面
却往往存在考虑不足或经验不足的问题，音乐通识教育是对高校
中人文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针对音乐专业学生，
高校除了展开音乐知识教学之外，还应当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

2　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存在的不足
2.1音乐通识教育目标较为模糊
当前很多高校在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方面虽然有明确

教育目标，但是教育目标普遍较为模糊，对于音乐通识教育工作
的开展带来了一定阻碍。音乐通识教育目标偏颇，必然会影响到
音乐通识教育的发展。课程体系的构建、目标制定以及实践虽然
处于不同环节，但都息息相关，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
音乐通识教育体系的效用也必然会因此大打折扣。相比于国外，
我国音乐通识教育的发展仍然较为滞后，例如当前国内很多高校
的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在目标确定方面仍然存有偏颇。发展至
今，虽然国内当前已经推行了音乐通识教育，并且很多高校都已
经纷纷构建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但是很多高校的音乐通识教
育目标仍然较为模糊，进一步影响到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完
整性以及有效性。

2.2音乐教师力量配备相对薄弱
当前在音乐通识教学工作开展方面，仍然有很多音乐教师并

没有将音乐通识的基本理念掌握，让很多学生即便接受了教师的
知识内容讲解后，仍然难以掌握精髓。还有很多高校的音乐通识
教育课程体系仅仅要求音乐教师在通识教育方面应当如何做，但
并没有要求音乐教师自身为了更好地完成音乐通识教育去补充与
提升此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教育经验[1]。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当前很
多高校在音乐通识教育方面师资力量配备仍然较为薄弱的问题，
这将会导致当前高校音乐通识教育工作的开展收效甚微。

2.3缺乏音乐通识教育实践活动
当前很多高校在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没有将课外实践活

动列入规定中，从而导致很多高校音乐教师在音乐通识教育中往
往缺乏有效的实践活动。很多高校音乐教师的教育工作往往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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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展开，并没有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以致用特性而展开户外实
践活动。很多学校在音乐通识教育方面都会设置专门的音乐通识
教育课程体系，但是课程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将课外实践活动要求
列入其中，从而无法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来进一步巩固所学理论
知识例如很多高校音乐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仅仅会在教室展开教学，
并不会主动展开实践教学，这与高校的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
并没有此项规定存有极大关联。

3　针对高校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建议
3.1明确音乐通识教育目标
为了进一步完善高校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高校应当进一

步明确音乐通识教育的目标，应当将音乐的功能与价值体现出来，
通过音乐教育实现审美教育[2]。明确的审美教育目标往往能够帮
助学生提高自身素质，为日后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打下良好基础。具
体在明确音乐通识教育目标方面，高校应当邀请行业专家以及校内
音乐教师来开展座谈会，然后在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音乐通识教育
目标，并将其补充到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从而进一步完善音
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还可以通过借鉴国外高校在此方面的优秀经
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明确音乐通识教育目标。

3.2提高音乐通识教育师资力量
为了更好地将音乐通识教育成效发挥出来，应当在完善音乐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师资力量，并且在教
育课程体系中明确要求音乐教师不断学习从而提高自身音乐通识
教育方面的专业水平，以确保能够在教育工作开展上发挥出更高
的成效。音乐教师除了要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之外，还必须
全面了解音乐作品，例如音乐作品的时代背景、情感特征、创作
思想、美学意义、社会风情、文化传承等方面内容。

3.3大力开展音乐通识教育实践活动
为了更好地解决音乐实践活动开展不足从而影响到音乐通识

教育质量的问题，高校在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中应当补充
通识教育实践活动方面的规定，明确要求高校教师应当积极结合
实践活动来展开音乐通识教育。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音乐专业教育中，音乐通识教育极为重要，

是促进音乐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向音乐学生展开音
乐通识教育，能够让音乐专业学生对专业知识结构有更为全面地
了解。在实际的音乐通识教育过程中，音乐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规
范着音乐通识教育工作的开展，然而当前仍然有很多高校的音乐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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