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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国考背景下

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课证融合教学研究
杨　娇　徐贤洋　陈宇典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基于对教师资格国考背景下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课证融合教学的研究，首先研究出国考给音乐学专业人才培

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次研究出当前我国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教学仍存在许多的问题。最后研究出通过对现有问

题的具体分析，可以通过将课证融合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使得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在国考背景下增加教师资格证的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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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教师资格证考核要求不断地

在变化，就连音乐学专业的师范生在考核教师资格证时，也

会存在下证率下降的现象，因此在教师资格国考背景下音乐

学专业非师范生的教学上，需要教师费尽心力，将课证融合

为一体，使得可以将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能够有大机率下证，

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教师培养音乐教师人才的教学工作增加了

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当前，我国的非师范生的音乐专业教学

仍存在许多的问题，对此本文做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并提

出以下建议。

1 国考给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1 国考给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

笔者根据对当下音乐学专业师范生和非师范生进行了相

关的调查，发现两类学生对于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不同的

看法，与音乐专业的师范生相比，非师范生是希望可以通过

教师资格证获取一份好的工作，而且对于资格证也是较为看

重，这是一个进入社会的敲门砖，许多非师范生都会将百分

百的精力放在其中，而师范生对于教师资格证并没有太过重

视，许多学生都是因为父母的期望而选择了这个专业，另一

部分是为了谋生，尽管师范生的教育会比非师范生更为专业，

但许多学生都是为了自己不挂科而学习，两者无法类比 [1]。

所以可以说国考给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机遇则是可以弥补自己之前的不足，与师范生享受同等

机会考核教师资格证，而挑战是在环境和教育资源都没有师

范生好的情况下，需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得。

1.2 有助于提升“准教师”职业理论和实践能力

国考背景下，更注重于在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将职业理论

知识与实践能力进行相结合，主要目的是提升“准教师”的

通过率，传统的教学多以理论知识为主，像是非师范生学习

相关的知识确实会出现因为基础不扎实，跟不上教师的教学

进度，理解不了教师所讲解内容的现象，使得教师虽然费尽

心力的教学，学生的教学效率并没有提升，尤其是在考教师

资格证时，效率不明显。但在国考背景下，学生的教学质量

和效率直线上升，教师不再仅盯着理论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

背，更多的是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提升对知识的理解性，

并且可以对知识加深印象，这也有助于日升“准教师”职业

理论和实践能力 [2]。

1.3 有助于教师自我完善和发展

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不管是在考试形式还是在考试内容上

都有着大幅度的改变，要求教师在教会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

还要兼顾好教学的通融性，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可以加强自

己的业务水平能力，还能掌握住国家相关考试的规定与改革

内容。也由于考试不断的在变化，需要教师通过国考标准和

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教学的改革，不断完善自己，设计新

的教学模式，以帮助非专业人才能够通过教师的教学，提升

教师资格证的通过率 [3]。

2 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生源质量弱势

对于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

四点分析：第一点就是生源的质量问题，众所周知，师范学

校具备专业的教师团队，并且每名教师都已经有着多年的教

学经验，使得一些学生与家长更加看好学校的教学质量，并

且学校的门槛具有一定的设定，要求学生一定是通过高考分

数达标所进到这所学校，首先从学生的质量上就已经是赢在

了起跑线上，再有师资力量，一般来讲学生考核教师资格证

的通过率较高，这就与非师范生拉开了距离。非师范生从学

生的质量来看，稍弱一些，学生的领悟能力和学习的自律性

较低，并且基础知识不扎实，使得在学习过程中总会出现碰

壁的现象，而且非师范生大多都是为了日后的谋生，许多学

生在接受的音乐学专业知识也没有太过深奥和专业性，使得

一些知识点不甚了解，这也给考取教师资格证增添了许多的

困难。

2.2 教学团队缺少经验

因为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就读学校并不能与正常的大

学相同，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弱，许多教师都是年轻人，缺少

一定的教学经验，使得一些想要考取教师资格证的学生用了

十分的努力去学习，仍是没有考得教师资格证，主要是因为

教师缺少应对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

根据对近些年来的教师资格证考试题目进行研究，自己对一

些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教师毫无章程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

对于学习内容更无法理解，知识的繁杂导致学生容易缺失学

习兴趣，所以应当培养教师团队，通过定期的培训和学习，

使得教师团队的经验增加，有针对非师范生的教学模式，提

升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教师资格证通过率。尤其是在国考

背景下，教师应当遵从国考标准，对学生做相关的训练，增

加教学效率。

2.3 音乐教育课程通融性不足

音乐教育课程的通融性不强只会导致学生缺乏对教师资

格证的认知，许多非专业学生认为自己考取教师资格证只要

针对教材内容进行学习就可以取得高分，但学习没有方向，

乱背乱记，使得学习时间较长，但并没有太大的效率，过一

遍脑仍会忘记，并且学习的内容与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内容又

有些区别，使得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仍是难度巨大，而且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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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考教师资格证仍是有所差别。一般的

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课程安排，大多都是与音乐相关的课

程，像是联系乐器、和声、音乐史和合唱等，学生更多的是

对音乐技能的学习，很少接触教师资格证学习，但在国考背

景下，要求教师从多方面提升学生学习的使用性，增加学生

的实践能力，尤其是课证结合，使得学生的教师资格证通过

率有所提升。

2.4 教学模式过于守旧

据笔者调查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教学模式一直都较为

守旧，教师还秉承着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教学生一些理论

性知识，使得学生长篇大论的背诵却不能对自己的技能有所

提升，这也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而且传统教学模式，一

直是教师作为课堂的主体，以填鸭式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的传输，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自己不动脑、

不思考，学习没有质量和效率。虽然教师总是会安排学生进

行相关的培训，但是缺少针对教师资格证考试内容的训练，

使得学生缺乏对相关问题的了解，更没有答题的经验，一般

来讲教师资格证时通过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的理论知识

占一般，面试的实践知识占一半，因此教师应做到将两者的

培训分开进行，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从而使学生可以

对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更熟悉，考试之前更有

准备。

3 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课证融合

教学策略

3.1 改善生源质量

众所周知，一些非专业师范生的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是

具备一定的难度，学生的生源质量较差，学生的学习接受能

力较弱，而且基础知识不扎实，使得同样在考取教师资格证

的基础上，与师范生有所差距，因此对于生源的质量要求，

学生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学校可以以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形

式对招生进行相关的考试，还是笔试和面试，笔试的主要考

核内容是对音乐的基础知识和课外延伸，主要是通过这种形

式，观察每名报考学生是否具备教师资格证的学习基础，能

否在教师进行统一教学时跟上学习进度，答题满分一百分，

八十分以上的学生予以录取。而对于面试的标准，是考试教

师要通过学生的言谈举止、文明礼仪以及说话的表达能力作

为主要的考核基础，而对音乐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在对为何

要考取教师资格证进行考核，使得考试的学生具备考核教师

资格证的能力。以此改变生源的质量，提升该学校的教师资

格证通过率。

3.2 优化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应具备可以任职教师的能力，

更需要具备为学生做榜样的能力，学校在对教师的选取上，

需要教师具有教学责任心和专业教学能力，当前许多的教师

的年级较小，缺乏教学经验，更别说有对教师资格证了解的

能力，使得在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无法接受教师的教学，

所以学校要看重教师的能力和经验。而对教师的培训也要有

定期的考核标准，针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相关的评价，以

保证每名教师都可以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并且当

下国考背景下，将课证进行融合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和

效率，学校可以对教师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以此提升年轻教

师的教学能力，帮助年轻教师找到教学的规律和方向，使得

教学效率有所提升，满足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的学习需求。

3.3 强化课程体系的融通性

对于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反的教学观念，课程体系的融通

性至关重要。在国考背景下，教师更应该对学生的职业技能

培训更加重视，将书证融为一体，培养学生完成专业的培训

和职业岗位的要求标准，真正实现学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和职业目标。使得教学内容与教师资格证进行相关，培养

相关的专业型和应用型人才。学校可以设定专门的通融性课

程体系，对要考核教师资格证的学生，做好相关的课程设计，

对专业知识与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内容进行相结合，保证学生

受到的教学时间足够，并且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确保通过

课程的安排，学生能够提升教师资格证的通过率。

3.4 课证融合教学模式

所谓的“课证融合”也可以称之为双证教学，学校将课

程的设计与对学生要考核的教师资格证相对应，教材的内容

与考试的内容对应，学生通过具有融合性的学习，可以直接

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课证融合不但能提升非师范生的综

合运用专业知识能力，还能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这样的

同和教学模式，是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同时课程的内容也是考试的必考内容，教师可以将课程中的

几节关键内容作为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可以通过长期理论知

识的教学，运用到实践教学内容中，学生通过对学习内容的

掌握，培养其养成相关的职业素养，提升对教师的认知，并

且具有相关的教师能力与责任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考背景下音乐学专业非师范生在考取教

师资格证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要采取正确的教学方式，通过

对现有条件和问题的更改，帮助学校提升学生质量、改善教

学模式、构建完善的教师资格证教学课程体系、提升师资力

量以及将课证进行融合，全方位增强学生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通过率，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样方式的教学，综合素养可以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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