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17

论素质教育背景下音乐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 
徐飞  张昕 

（南昌大学  330031） 

摘要：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使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热潮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传统教育模式在我
国根深蒂固，今天人们对音乐教育仍有一定的偏差，导致了当前音乐教学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提高广大高校学生的综合素
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仍然迫切需要深入了解和讨论具体的教育改革政策和方法，为其教学模式开辟道路。本文首先从素质教
育与音乐教育的关系谈起，接着重点探讨了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不足，然后分析了当前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及问题， 后，
针对问题提出了改革当前音乐教育教学模式的对策。 

关键词：素质教育；音乐教育；教学模式 

On the reform of music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ality education 

Xu Fei and Zhang Xin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 

Abstract：Music educ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which makes music education in the upsurge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is deeply rooted in our country，
today people still have certain deviation from music education，which results in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music teaching 

mode. Therefore，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duc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still urgent for music educat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discuss the specific education reform policies and methods，
so as to open up the way for its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education and 

music education，and then focuses on the music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ality education deficiencies，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music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and problems，finally，in view of the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music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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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素质教育已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核心，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学生的

潜力，以全面完善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它涉及学生个人的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综合素质等多方面内容。音乐教育是素质教
育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教学模式应该是灵活和创新的，理应不同于
其他学科的教学模式。在学业和就业压力的影响下，当前的高校音
乐教育易受就业和考试的影响。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
音乐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高校阶段音乐
教育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努力发
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所以音乐教育应根据时代变化和素质教育的
要求，改革现有教学模式。 

一、素质教育与音乐教育的关系 
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重点是通过音乐之美培养学

生的高尚情操、灵活的思维和较高的审美水平。通过学习音乐知识，
感受音乐之美，会让学生逐渐发现音乐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清醒，同
时通过音乐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音乐可以使学生的生活充
满活力和希望，因此音乐教育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1]。通过音乐教育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无穷的乐趣，通过音乐教
育让学生欣赏和感受生活之美，通过音乐教育，学生可以充分挖掘
自己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应该推
进目前的音乐教育改革水平。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音乐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对音乐教育缺乏科学性的认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实践逐步推进，使学生对

音乐教育的认识逐渐加深，音乐在美德、智力、体质等非智力因素
中的作用逐渐为人所知。首先，音乐教育是一种赋予人们独特审美
情趣的教育，通过音乐刺激感官，人们可以感受到听觉所带来的美，
形成了独特的个人审美体验。同时，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具有
高尚的道德品格，灵活的大脑，让其在放松心情的情况下陶冶情操
等。对于每位高校学生来说，这是一门发展大脑的课程，学生可以
在教师的引导下对音乐进行欣赏，在欣赏的过程中对新旧事物进行
发散性地、创造性地思考，促进他们思考力和理解力的发展。音乐

教育很重要，但它不能仅仅被认为是学生的个人爱好而被对待。长
期以来，很多人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不是人人都有音乐天
赋”“不是谁都可以音乐天才”等，对音乐教育缺乏客观性科学性思
考，导致音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音乐教育的优势不能
通过像其他学科那样的模式来实践，这是由音乐自身的艺术性特点
决定的。当我们把音乐的艺术性特点放在一边，只把音乐教育看作
是教育中的一门选修课；当我们把 展音乐教育的初衷只是作为展
现自己的个性魅力的手段；如果我们套用其他学科教育模式机械地
进行音乐教育，那么音乐教育就会 终偏离所有人的初衷，会成为
没有魅力和个性的教育领域，不再有引导学生认识美、感知美、追
求美的作用了[2]。 

（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缺乏全面性 
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依旧认为音乐可学也可不学，认

识肤浅和片面，他们不知道音乐不仅是为了教育人们听歌和唱歌，
而且也是为了培养和发展学生美的心灵。如今社会非常强调社会分
工所带来的技能的培养，音乐独特的人文精神常常被忽视一样，并
且这也使得大众眼中的专业音乐教育往往过分关注技巧，而忽视音
乐的艺术性、审美性等方面。当今社会，高校音乐教师或音乐专业
学生是一群具有所谓“专业教育”的“专业人员”，为了让音乐专业
的学生作为“下一代”的“专业音乐人才”，这样对音乐教育缺乏全
面性认识的趋势势必会渗透到当今的素质教育中，必然会影响健康
的音乐教育理念的推广，影响高校学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 

（三）忽略了音乐教育中的创造性 
真正的音乐教育应该从一 始就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只有

热爱才能对音乐有追求和创造。但是，当前音乐教育的实施存在着
诸多困难和不足，与音乐教育的初衷越来越脱节。现在音乐教育往
往追求的是“功利主义音乐”，强调音乐技能掌握得越好，音乐水平
就越高，现如今，音乐学习的过程逐渐成为一种以考试为导向的训
练了，这种导向忽视了音乐教育的创造性特点，也会损害学生的创
造力思维的发展，导致音乐教育逐渐失去提升综合素质的初衷[3]。这
样的音乐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和美的欣赏，违背了素质
教育的理念。音乐教育应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改变应试教育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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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创新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主观创造力特点，培养学生的音
乐欣赏创新意识，探索音乐对学生自我调节能力提升的作用。 

三、当前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及问题 
（一）当前音乐教育现状 
当今，传统音乐教学模式是高校音乐教育中非常普遍的教育教

学模式。面对日益严格的素质教育，传统音乐教学模式在许多方面
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音乐教育教学在选择教材、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形式、评价模式等方面，应该更加科学合理，适应音
乐教育本身特点及适应素质教育要求，但目前音乐教育教学情况和
课堂教学质量不容乐观。 

（二）传统音乐教学模式 
第一种是模仿：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要求学生 始基

本模仿。比如，教师先唱歌，然后让学生模仿旋律来唱歌，再重复
一遍，直到学生掌握旋律为止，模仿唱出整首歌曲。当然音乐教学
内容不仅有唱歌，还有乐器的演奏，但部分教师还是采取模仿教学
模式，让学生入门。第二种是口传心授：教师将自己的演唱或演奏
经验和技巧通过口头传达给学生，让学生提前了解到音乐知识和经
验以便自己能在学习音乐过程中有方向。这种模式对教师来说比较
简单，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教学方式。第三种
是讲解：这种模式就是教师根据音乐教材内容给学生讲解音乐理论
知识，这种模式极为普遍，也很枯燥单调[4]。 

（三）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的弊端 
传统音乐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僵化”，比较注重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主体性，导致音乐教学缺乏创新，这
让学生在接受音乐教育过程中，被动地接受音乐理论知识和经验，
阻碍了学生对音乐的创新思考，抑制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偏离了素
质教育的理念。 

四、改革当前音乐教育教学模式的对策 
（一）转变音乐教学理念 
要改变传统音乐教育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音乐教学的理念。

音乐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吸收传统音乐教学模式的精华，抛弃与时代
发展不符的内容，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结合新的教学理念，确保音
乐教学改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只要这样我国各类高校音乐教学存
在的普遍问题才可能更好地解决。此外，高校和音乐教师还必须通
过教学改革实现音乐教学理念的转变，将教学的主体地位让与学生，
以确保音乐教学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 

（二）音乐教学模式应该更加 放 
音乐教育不能只采用“一言堂”的单一教学模式。为了充分发

挥音乐教育教学的独特性，高校和教师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教学形式，
采取更加 放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不仅指音乐教学中使用的教学
方法，而且是贯穿着更加 放和更加包容性教学思想。只有在音乐
教学中，运用 放的教学思想，才能保证教学效果。教师应该转变
“领导者”为“引导者”，将主动权让位于学生，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教师应该坚持
放的原则，以音乐书籍为教学辅助，并在实际教学中结合当前音乐
发展的现实，选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具有较高教学价值的内容。 

（三）教育方式要多样化 
音乐教育不能只采用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不断

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充分展现音乐教育的特点，让学生对音乐有深
入的了解，形成更加 放和包容的思想。教师首先应该具有 放包
容的思想，采用多样化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质
量。另外，教师不应盲目地依赖教材，而应以教材为参考，添加一
些个人经验和个人理解，并根据当前音乐发展的现状进行创新型讲
解。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可以提高学
生多维度思维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四）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学生 
当前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师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传递音乐知识，

用自己的经验来影响学生的想法，这是不对的。音乐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问题，加深
理解。比如，教师在分析歌曲时尽可能要避免说“歌曲的背景是这

样的”“歌曲应该这样唱”“歌曲应该这样表达”“歌手是这样唱，你
应该这样模仿他们”等诸如此类的缺乏变通的“应该”。相反，教师
要引导学生把握歌曲的创作过程，结合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深刻
理解作者的感受，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深入思考。 

（五）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 好的教师，学生对音乐本身产生兴趣，才会主动学习

音乐。因此，教师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对音乐
的兴趣。教师应自觉营造轻松、健康、有趣的学习氛围，尤其是面
对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不要对教学施加压力。与其他课程不同，
音乐教学不仅仅是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还包含着精神层面的内容。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给予学生同等的尊重，在课堂上让其感到
轻松，没有负担，让学生敢于站起来做自己。教师应多与学生沟通，
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一些适当的解决方
案。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一些适合音乐教学的内容，
内容学生感兴趣了，才会将注意力集中，从而调动其参与教学活动
的积极性。 

（六）营造健康和谐的教学氛围 
高校音乐教学中，虽然在学业压力的影响下教学氛围常常枯燥

而沉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参与度，这就需要改变
这种不良的教学氛围，有必要在教学中为学生营造健康活泼的课堂
教学氛围。音乐教师要在教学中建立师生相互尊重的关系，重视课
堂上，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沟通，进一步鼓励学生提高学习
音乐的信心，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应
选择适合现阶段学生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阐明音乐教育实践教学
的重要性，提高学生音乐实践能力。 

（七）音乐教育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音乐教学不能只靠书本的死知识，音乐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因

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理论与实践。实践音乐也是音乐
教学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实践不仅是说学生要将所学的知识或
者技巧进行练习和展现，还包括与生活相结合体验音乐深层涵义。
比如说，如果学生在唱歌时不能理解作品的音乐背景，不能结合自
身的生活体验感受作品表达的情感，那么即使掌握再好的音乐技巧，
音乐情感却会表达不出来， 终呈现的效果也不会打动人心。因此，
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不仅学习音乐理论知识，学
会分析作品，掌握音乐演唱或演奏技巧，还要将其与学生的实际生
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充分理解作品及感受作品背后的真实情感。 

五、结语 
素质教育背景下音乐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

问题，不要忽视，不要逃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的心态，采取积极的措施改革音乐教育教
学模式。只有及时发现我们现有的问题，才能及时找到解决办法，
从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音乐水平、实践能力和个人综合素
质能力。由于音乐能力对每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良好的音乐教育在一生中对每个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高校和音乐教师都应肩负起音乐教学模式
改革的责任，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是用良好的音乐教学模式陶冶学
生情操，让学生保持积极阳光的一面，避免被过于功利化的一面侵
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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