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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声乐教学的移动学习实践研究 
刘平 

（山东女子学院音乐学院  山东济南  250300；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摘要：众所周知，教育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褪色的主要内容。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众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应运而生，

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移动智能终端功能变得越来越完善，并且凭借自身诸多的优势与特点，已经在人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当中得到

重视以及广泛应用，满足学生学习过程当中所提出的相关要求。因此，本篇文章主要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声乐教学的移动学习实

践进行认真的分析，希望能够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等多个方面起到一些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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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we all know，education is the main content that will not fade in any era.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many new processes，new technologies，new materials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appear in front of people，

mobile intelligent terminal fun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and with its own many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has been in people's daily study and life and widely used，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udent learning 

process. Therefore，this article mainly makes a serious analysis of the mobile learning practice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hoping to play some reference and help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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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关注，并且结合实际的

情况，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此项规划其中已经明确

的强调与提出：需要在学生学习的过程，设置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课

程，并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编程教育、建设人工智能学科。

当学生在进行声乐学习期间，依托移动智能终端展开混合式的学习，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信息意识，

最终培养出更多的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基于此，

本文下面主要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声乐教学的移动学习实践展开

探讨。 

1、混合式学习的含义分析 
何为混合式学习，主要就是将传统学习与网络学习进行充分融

合，在二者相辅相成当中突显出学生的课堂当中的位置，老师应用

启发、引导等科学的方法，给予学生极大的尊重和理解，从而激发

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热情。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混合式学习，其

优势与特点非常明显，例如，其一：突显出学生在课堂当中的位置

和角色。混合式学习主要将传统教学方式作为基础，之后进行改变

与更新，依托现代学习理论，更新了单一传统的教学方式，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其二：针对性较强。在混合式学习过程当

中，通过老师制定出科学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深入的去了解专业

知识，再通过对 QQ 群的利用，让学生们可以将自己对于知识内容

有不理解的地方向老师提出。 

2、人工智能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众多的学者针对人工智能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仔细分析

和研究。伴随时间的不断推移，教育从学历教育上的知识教育的方

向不断发展和前进，也从未停止过发展的脚步。人工智能主要是依

托计算机程序以及最基础的数据结构，与人类的理性认知之间有着

很多的联系。现阶段已经有更多的高校都已经开设智能专业，将更

多的有关于人工智能、计算机方面的理论知识向学生所教授，帮助

更多学生全面掌握智能信息处理以及智能系统的分析设计 等多种

科学的方法，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着更好的方向所发展。 

3、人工智能技术在声乐教学当中的具体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技术最明显的优势与特点就是可以提高学生对于

知识内容的理解与感受，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热情，将其加

入到声乐教学过程当中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通过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发现此项技术在声乐教学过

程当中，已经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 

3.1 加入到基础课程学习当中去 

当学生在声乐课程学习的过程当中，初期时会感觉到迷茫，不

知从如何下手，也不知道学习的重点是什么，这是通过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就可以帮助新生在入学时，就能够明确音乐基础课程、乐

理、试听练耳。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与大学课程

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关系，可以与学生之间进行良好互动，平台

结合学生日常学习当中的规律以及特点、习惯，从而展开课程资料

的调整，通过对人工智能学习平台的各种内容进行仔细分析，会发

现此平台可以帮助更多学生完成两个阶段课程的学习衔接，确保两

阶段课程真正实现无缝连接的目标。另外，有些学生在学习声乐的

过程当中，还极有可能会出现专业知识掌握不牢固问题，这时平台

都能够将问题有效解决，对后期作曲方面的学习、和声等多方面的

学习 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且人工智能学习平台将学生作为“主要角

色”，削弱老师的地位，紧紧围绕在学生的周围，结合学生所提出来

的需求，制定出相关的课学习课程。 

3.2 汇集学生信息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之后，可以有效汇集更多的学

生信息，大数据依托交互式的学习系统，收集学生大量的信息，再

针对于重要的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全面了解学生学习过程当中的

规律及特点，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和高质量的服务。英语流利说、

在线教育、跟我学唱歌等都是学生在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当中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只需要在学习平台上面进行学唱或者是学习课

程资料，就可以全面掌握学生学习的重要信息以及相关的数据，之

后提供个性化以及高质量的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完全将学生作为学

习过程当中的主要角色，应用学生课程学习信息数据收集、数据筛

查运算等多种方法，全面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并且进入到评

价过程当中去，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料以及相关的歌

曲资料。 

3.3 以教师为学习过程中心 

声乐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紧随时代发展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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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及时更新自己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思维，通过合理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制定出高质量的教学方案与计划，并且在学习应用当中展开

课程的合理调整，确保学生在系统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系统就会

自动的方式，将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反应出来，这时老师就可以全

面掌握班级当中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

遇到过哪些困难，之后由老师给予学生帮助，解决学习当中所遇到

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学习水平和效果。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课程实际教学过程当中加入较

多的模拟场景，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真正实现边学边做的

目标，不会再受到任何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在统一堂课程中，老师

完全可以与数量较多的学生同时进行沟通与互动，进一步提高老师

教学效率，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更能够帮助校园

节约更多支出的教学成本。 

4、基于移动智能中端的混合学习设计 
4.1 学习需求 

某校园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活动，其中调查的总人数为 79

人，回复人数为 78 人，回收率达到了 98 .7%。校园当中拥有手机的

学生数量达到了 98. 7%；有电脑的学生数量为 20. 5%；有平板的学

生数量为 19. 2%，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的手机，

其他设备的拥有率偏低，所以本篇文章在对混合式教学研究的过程

当中，主要将智能手机作为重点。在实际教学应用上面，许多学生

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即：传统教学方式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学

习过程当中所提出来的需求，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希望获得多方面

的交互。 

实施环境。教学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即：传统环

境以及网络环境。后者指的是无线网络与 4G 移动网络，较为重要

的辅助学习工具包括：优酷视频、QQ 以及微信等等，这些工具可以

将图片与文字进行充分的融合，而且对于网络的速度并没有提出诸

多要求。在课程展开之前，将微视频传输的用户，再通过优酷的缓

存功能，学生就再也不会再受到时间与空间所带来的影响，完全能

够以随时的方式来观看视频。通过智能手机的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参

与预习、讨论以及分析交流过程当中去。传统的学习模式，只是将

计算机课程作为了重点，学生需要在学校所设置的机房内部，再由

老师输入账号才能够应用无线网络。教师通过发放资源或者是让学

生拷贝资源等方式，让学生以重复的方式观看视频，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此项教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满足混合式学习过程当中

所提出来的要求。 

4.2 混合学习实践 

首先，老师在正式教学之前，针对教学的主要内容进行仔细分

析和研究，之后再将其发布到 QQ 群当中去，因为学生的学习任务

不会有差异和不同，所以将其发送到作业群当中，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而且不会出现丢失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任务发送完毕

之后，小组长以主动、积极的态度，组织小组内部成员进入到学习

过程当中去，再针对于学习的内容进行仔细的研究。 

其次，预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针对于自己的碎片

化时间加强关注与重视，并且合理的使用，对微视频当中的内容进

行仔细的观看，切实做好课前预习。 

最后，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老师可以结合学生的主要学习规

律、特点，将其分为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当中的人数不确定，在

分组的过程当中 老师需要确保各个学生之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之

后再应用电子教室教师端，将教学过程当中的图片以及相关内容发

放给同学们，这时同学在 QQ 群当中就可以收到老师所发送的各种

学习资料，将汇集到的资料传输到电脑当中去，展开方案的交流。

在老师与学生讨论的过程当中，老师需要给予学生极大的尊重，并

且有效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所提出来的问题。 

5、声乐教学中思政改革策略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声乐教学过程当中，思政教学非常的关键、

重要，学校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加入到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去，把每

门课程的作用全面的发挥出来。声乐教师更需要凭借多年丰富的工

作经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结合学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

方案当中的内容以及要求，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到课程思

政建设过程当中去。 

5.1 合理加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当老师参与到教学过程当中去之后，经常会将自己关注的重点

防在实践教学方面，而对于理论教学产生忽视的态度，因此，老师

需要改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思维，系统性的对学生展开基础理

论的教学，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中外声乐发展历史、中国民族声乐等

等。确保学生学习以掌握更多丰富的基础理论以及技能，将因材施

教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的不同，他的领悟能力、学习能

力等多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还需要对课程教学方法进行

科学的调整。 

5.2 及时转变教学理念 

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也是教学过程当

中的主体，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教师需要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

快速更新以及转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思维，进行线上线下课程

思政专题的培训学习，掌握更多有关于课程师生教学的案例，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真正理解和认识到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

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其次，校园还需要被老师安排课程思政公开

教学展示，让不同年龄的教师参与到教学观摩过程当中去，并且在

公开课当中进行讨论与交流，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拉近老

师与老师之间的距离，为课程思政教学有序、顺利的展开奠定基础

和提供帮助。最后，还要制定出评价制度，从而激发出教师工作的

积极性与热情，保证每位教师都能够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结束语： 
总之，伴随时间的不断推移，众多的科学技术紧随时代发展的

脚步，快速更新，新兴科技促进多个领域向着更好的方向所发展和

前进，尤其是给予音乐教育领域带来曙光以及正面的影响，将人工

智能技术加入到声乐教学过程当中去，更新了教师的教学方式，但

是所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和小区，此项技术的合理使用，可以大

幅度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解决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校园大力推广人工智能技术与混合式学习的同时，还要针对各种资

源进行合理分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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