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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音乐教育培养模式探究 
寇嘉 

（广州新华学院） 

摘要：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基层群众对文艺生活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多的追求精神

方面的享受和，寻找更好的资源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高校的音乐教育模式需要更加全面的完善，教育的改革进程才可以得到全面

的深化，培养更多更全面的应用型音乐人才，用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文章基于对应用型本科音乐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

分析和探究，针对目前高校的音乐专业教学中所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做出相应策略分析，以期寻找

到改善高校音乐教育成效不高等现存问题的新型教育方式。 

更加可行性的教育方式改善高校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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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普通的本科高等院校的教学之中，无论是在音乐专业

的教育方面，还是在其他课程科目的教学之中，都是需要教师针对
自身所教学的科目内容，向学生开展一种目标式的教育，重视对学
生的应用能力的提升，以培养综合性的专业人才作为自身的教育依
托，促进自身的教育更加的具有可开展性，才可以使得教育更加的
清晰和科学。在高校教师在对学生开展应用型人才教育培养时，需
综合目前社会针对音乐方面的教学，对学生开展应用型人才教育培
训时，也就需要综合的根据目前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做出
分析。教师重视课程科目教育能够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并且根据音
乐人才向社会输出的整体影响等方面做出分析，使得自身的教育更
加的有方向和有目标，整体的教育也就会更加具有价值。教师需要
更多的探寻科学的音乐教学发展策略，在更多的探索之中，促进应
用型音乐人才的培育。 

一、应用型本科音乐教育培养的教育问题分析 
在传统的高校的音乐课程科目专业的教学之中，许多的教师都

会将培养更多的专业型的音乐人才作为自身的教育目标，在更多的
音乐高素质人才向社会输出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教育价值的
体现。然而，目前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不仅仅要求本科音乐专业
的教师对学生的人才培养，提升人才专业的音乐水平，还更多的要
求人才实现全方面的发展与能力提升，并且要求人才能够在各个方
面都表现出极强的专业化水平，从各方面体现自己的音乐专业能力
和价值。目前阶段的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培训往往还停留在目标教学
的初级阶段，在相应的教学实践的开展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诸多的
问题的。因此，从传统音乐教育与现代化的音乐教育两个方面来分
析，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目标教育方面的问题的。另外，高校音乐教
师的教育体现出极强的大众化问题，高校对于音乐专业学生的招收
人数 越来越多，相应的入学门槛也较低，许多学生并没有具备一
定的音乐专业水平和素养就开展专业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效果也不
言而喻。其次，在高校的音乐教学设备方面的问题也是十分的突出。
在学生针对专业音乐学习需要开展乐器演奏和实践学习训练时，无
法在良好的教学设施和环境的支持之下，实现知识的落实和学习学
懂弄通、灵活运用，导致教师的音乐教学工作无法得到更加顺利的
开展，教学的效率不高，学生的音乐知识学习效果也就不好。 

二、应用型本科音乐教育培养模式的探究分析 
现如今，教学方式不断创新发展，在不断讲求个性化、针对性

培养模式背景下在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本科的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也
就需要做出更多的转变，高校的音乐专业教育得到创新与发展，也
就能够为社会输出更多的应用型音乐的专业人才，由此也才能够更
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求。高校的音乐专业教育以对学生的应
用型能力提升为标准和教育目标，开展实际的教学，将社会的音乐
市场需求作为综合的教育导向，开展实际的教学分析和思考。 

（一）加强对学生的基础音乐理论教学 
学生的音乐专业素养不高，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大[1]。

教师可以加强对学生音乐理论的基础教学，帮助学生强化音乐素养
和思维。针对一些音乐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可以帮助学生扎实基
础，解决现存的学习问题，而一些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在学习基础

知识的过程中，也就可以更好地巩固知识，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下更
加强劲的学习基础。因此，教师对学生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
综合分析都是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教师在更加多元化的理论
知识教学的构建之中，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实现对于理论知识的理
解与学习。因为基础知识的学习是处于一个相对枯燥和繁琐的过程
的，只有学生在教师更加多样化和有趣的教学引导之下，受到教师
多方面的引导和兴趣激发，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融入进教师的课堂教
学之中，其中的学习效果才会更好。 

（二）加强对学生的钢琴、声乐、器乐技能的实用性教学培训 
现阶段我国高校的传统钢琴音乐技能课教学模式都是在教师

向学生讲解了相关的钢琴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演奏技巧之后，再让学
生开展实践的训练和学习。然而，在现代化的高校音乐课程的钢琴
技能课教学之中，教师也就需要重视对学生的钢琴基本功的训练教
学，从钢琴的音阶再到专业完整的曲目练习，针对不同水平、不同
素养的学生钢琴学习的不同学习步骤开展模块化的转移 教学，可
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实现能力的提升。教师更加重视对学生的钢琴专
业基础演奏、演唱能力的提升教学，也就更多的体现出了教师对学
生的应用型能力的培育教育。只有教师提升了学生的基础综合音乐
专业实力应用的水平，才能够使得学生在掌握到一定的专业技巧
中，实现全面的音乐能力的提升以及专业音乐素养的培养，对于学
生在进入到社会岗位以及音乐方面的专业工作中，都会带来极大的
教育影响，能够使得学生获得更强的社会竞争能力。 

（三）重视对学生的视唱练耳的培训教学 
由于高校音乐教师更多的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那么在专业方

面的教育模式以及目标构建中，也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2]。在教师
设定课程教学的重点时，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就可以需要更
多的以对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培养教育作为突破口重点。学生可以
在专业的培训之下，提升自身的演奏能力音乐感知能力和素养，在
从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学习之中，对于教师的教学专业内容也会更加
熟悉和专业更加深入的理解教师的专业技能教育，其中，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会相应变得更强。教师对学生的教学，更多的会倾向于“一
专多能”的教育培训，也就使得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实践可以得
到更好的落实。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科音乐教师对学生的专业教育中，教师积极探索

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的新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在教师科学的教育培
训指引之下，实现音乐专业能力的全方面提升与进步，更好地以更
强的综合能力应对社会的竞争以及满足社会对于音乐应用型人才
的综合标准，教师的教学也就更加具有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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