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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与音乐类院校教学模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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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培养方向导致授课模式的不同和就业方向的不同，促使学生专业学习内容不同两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希望对广

大教师提供帮助和指导，进而促使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使得学生音乐专业能力和素养有所提升，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音乐知

识，从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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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众知，音乐专业教学在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与音乐类院校

教学模式中有着众多的不同。正是由于两者的不同，造成人才培养

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普及

性，而音乐类院校则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

者在授课模式、培养方向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1培养方向导致授课模式的不同 
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往往是培养音乐课堂教学的师资队伍，而音

乐类院校则是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音乐艺术类人才。所以，在音

乐授课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在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教学中，音乐课

程是每个学生所必要选修的课程，无论是什么样的专业都需要学习

音乐演唱技巧和相关知识，这就导致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呈现为大课

式讲解，而音乐类院校教学模式则是采用小课授课方式，前者采用

大课式讲解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需要能够体现出该专业的普及

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音乐水平划分为几个学习小组，因材施教，

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任务和内容。而后者则是采用一对一的小课授

课方式，这是由于音乐类院校是培养社会优秀音乐人才的摇篮，教

师需要精心的培养每位学生，进而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教

师可以根据每位学生入学时的成绩和自身拥有的音乐天赋，充分挖

掘学生的潜在能力，取长补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

应用一对一的教学方式，才可以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每位学生。除此

之外，由于受到授课方式不同的影响，导致在教材的使用方面也存

在诸多的不同。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材，往往是教师根据高等教育

和学生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专门教材，教师也会适当拓展一些有

助于提高学生能力和理论知识的教材，其最重要是彰显教材的综合

性。而音乐类院校所提供的教材，一般都根据音乐专业学生所有具

备的理论学习内容为前提条件，在教材选择上更加具有专业性。教

师会选择不同风格、种类和形式的教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渠

道[1]。 

教师也会根据学生演出和专业比赛需求，挑选一些学生能够在

平时练习和学习中提高舞台效果的教材。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对表

现优异的学生，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聘请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家和

教育学者，为其进行专业的点评，也可以将原有的教学方式扩展成

为公开课、大师班、讲座等，促使学生音乐学习能力的提升。另外，

由于两者生源的不同，导致在教学模式上也存在诸多不同，其最根

本的原因是由于艺术类招生考试对生源考察要求和标准各不相同，

音乐类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在考试时应要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也就说学生需要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则是需要

学生重点突出一项技能，所以导致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在实际招生中

优势相对较低，竞争力存在不足 。 

2就业方向的不同，促使学生专业学习内容不同 
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就业方向大多数都是文体活动部门就职，所

以在校期间的学习往往更加偏重于群众性，具体到音乐教学内容，

在拥有一定音乐能力的基础上，教师的教学任务和内容往往更加注

重教学内容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一些非高难度和技巧的内容训练。

并且在作品选择上，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教师往往会选择一些旋律性

和歌唱性的曲目。在音乐演奏技巧练习方面，更加注重学生音乐伴

奏能力的培养[2]。这是由于学生在今后的职业中，音乐演奏能力会

更加能够展示自身的伴奏能力，进而可以满足不同种类伴奏的需

求。这些能力的培养 需要一流大学音乐专业学生四年在音乐课学

习中不断积累，并且需要不断的实践，才可以提升。所以，一流大

学音乐专业应要遵循这一特点，对学生的专业课程进行适当地调整

和内容的更新。音乐类院校音乐专业学生正在毕业后，大多数时候

会面对专业演出、歌舞剧院等选择，这就需要音乐教师根据学生在

校的专业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专业水平，进而成为演奏型人

才，促使自身音乐素养的提升。因此，音乐教学内容不仅需要包含

大量的音乐演奏技巧的训练，而且还应要在此过程中，促使学生自

身音乐演奏能力的提升，同时也需要学生的大量积累，学习舞台演

奏礼仪和形式，进而可以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相结合。除此之外，

学生也需要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专业演出，促使自身

综合演奏能力的提升。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也应要进行综合的考

虑，以音乐作品的选择和学习为切入口，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

专业音乐人才[3]。除此之外，为保障学生对一些大型音乐作品的理

解和掌握，音乐类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在学习音乐主课的同时，还

需要学习和声、作品分析等课程内容，进而促使音乐类院校音乐专

业学生演奏综合素养的不断提升。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一流大学音乐专业与音乐类院校音乐专业从本质上

来讲，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各大专业

对人才需求量的增大，一流大学音乐专业与音乐院校音乐专业教学

会出现相互合作互补的趋势，譬如，在诸多专业类音乐院校招生过

程中，已经从原来单一的音乐表演类专业中分离出音乐教育类专

业，而一流大学音乐专业招生要求也已经从原有的单一音乐教学方

向向着音乐表演类方向靠拢。所以，一流大学音乐类专业与音乐类

院校教学模式，既存在相似点又存在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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