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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高校音乐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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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0） 

【摘  要】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特征。信息化时代的到

来催生了一系列新事物的出现，同时也带来了教育事业上的改变。高校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网络环境的影响下，也开始转向音乐教育等其他才艺教育领域。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基础类的学科，带给人

以美的享受，还影响着人们艺术素养和情操的培育。音乐教育也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教育，也是对人类发

展至今的精神文明的教育熏陶，高校音乐教育应具有更加有意义的教化功能。本文旨在对网络环境下高校

音乐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浅析以及探究其有效策略，希望对高校音乐教育问题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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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是如今开启教育事业成功的一把钥匙，这把

钥匙有利有弊。当网络信息与高校音乐教育有效结合时，

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但当二者无法有效

结合时，就会出现一些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高

校音乐教育与新媒体科学技术融合度较低，教学效果一

般；部分高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不够，常常忽略对学生音

乐素养等才艺的培育；学校配置的相关教学设施不够充

足，对专业师资团队的培训力度不够，造成教师专业性不

足；高校音乐教学的方式不够创新，缺乏实操性等等。探

究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也如下：将高校音乐技术融入新媒

体网络发展中；提高对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视；合理分配资

源，加强师资团队力量；课程立足实际，符合学生需求等。 

1  网络环境下高校音乐教育面临的问题及现状 

1.1  高校音乐教育与科技融合度低 
目前网络信息的发展迅速，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今时代

信息洪流所淹没。高校作为国民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好好利用当今形势下的网络环境，开展高校音乐教育

工作，达到二者的有效融合。但就现状而言，部分高校仍

坚持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或者是有新媒体参与的音乐教

育模式较少，不占主要部分，也就是新媒体信息技术与高

校音乐教育的融合度还是很低的。这不利于充分发挥高校

学生的音乐才能，从大的方面来说甚至不符合当前国家培

养综合素质、全能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要从学院内部

开始推动新媒体技术与艺术教育相融合，主动适应社会与

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打破传统，进行创新。 
1.2  高校音乐教育不受到重视 
音乐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科，也适用于高校

教育。在小学阶段，音乐教育是侧重与启发与享受的，给

孩子们带来感官的享受，它对孩子起到的作用是基础性

的、阶段性的，为孩子以后的音乐教育打下基础。而在高

校阶段，音乐教育要更注重实用性、实践性。但很多高校

因为院校核心专业不是艺术类的就忽略了对学生艺术细

胞的培养，没有重视学生的可塑性，高校的音乐教育也就

因此不被重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大学生讲究全面、

均衡的发展，国家也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音乐教育

就属于美学的范畴。以上是大部分高校的情况，当音乐教

育不被高校所重视，那就更谈不上与网络环境相融洽发展

了。 
1.3  学校设备不足，教师缺乏专业性 
由于学校的不够重视，导致从事音乐教育的老师也缺

乏专业素养，甚至有些老师的专业不是音乐，被院校安排

来授课的。这样的老师在课堂上大多只会注重理论教学，

并不会对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有所重视。音乐专业作为一

个新兴专业，音乐教育热门的兴起，再加上近几年流行音

乐受到大家喜爱程度都比较高，难免给人一种音乐是任何

人都可以做的错觉，就导致大家对高校开设音乐相关专业

的不看好，就比如音乐表演，在一些人看来认可度还是比

较低的。在网络信息发达的大背景，大环境下，音乐教育

也与科技有了一定的关联性，也有很多音乐艺术形式通过

科技走进大家的眼里，但就有高校不在乎这一点，对院校

相关设施的配套也不以为然，没有及时更新设备。 
1.4  网络环境下音乐教学方式不够创新 
高校音乐教学的方式或者模式不够创新也是如今网

络环境下高校音乐教育问题面临的现状。据实际数据显

示，部分高校音乐老师并不太看好新媒体信息技术对高校

音乐教育的发展，而这些高校音乐老师中大多数都是年龄

较高的人。他们普遍采用比较传统的音乐教学方式，在课

堂上通常长篇大论地讲解音乐理论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

忽视了音乐教学的实操性。网络背景下高校的音乐教育是

完全可以传媒化的，它也给高校音乐教育带来了新的教学

方式与教学模式，给原本被理论知识占据的音乐课堂带来

了更多发挥学生才能的机会。总之，教学方式不够创新是

现今网络环境下高校音乐教育面临困境，无法前进的现状

之一。 

2  网络环境下高校音乐教育对策研究的有效策略 

2.1  将高校音乐教育融入新媒体网络发展中 
将高校音乐教育融入大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如今日

益发达的网络环境中发展和解决高校音乐教育问题的有

效策略之一。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声音，会误导人们只有音

乐专业的学生才能学习音乐或者从事音乐行业。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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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高校音乐教育分为专业学生与非专业学生两大主体。

那么非专业的学生就不能培养音乐素养，增加音乐才艺了

吗？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处在网络时代总会出现不

好的声音，所以才导致高校音乐教育不敢与网络新媒体相

联系。 
例如，高校可以利用新媒体手段，针对不同专业的学

生组织开展音乐展示课或者音乐欣赏课等课外活动，高校

的音乐教育不止针对音乐专业的大学生，而应面向全校广

大非专业学生。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开展音乐展示课

堂，由班内积极表现的同学完成，可以是一场音乐表演，

也可以是班级演唱会形式。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

组织一些休闲的欣赏类活动，开展音乐欣赏课，由班干部

提前在网络上搜索音乐素材，可以是某个音乐家或演奏家

的生平事迹，也可以是一些音乐短片，以新媒体的形式展

现给学生并让学生进行欣赏和讨论。让同学们在接受音乐

教育的同时拉近与新媒体网络的关系，也让网络上质疑的

声音消散。 
2.2  提高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视度 
前文提到很多院校的王牌专业不是音乐类的就不注

重对学生音乐教育的培养，非音乐专业的高校学生确实普

遍存在着音乐知识匮乏、音乐鉴赏的能力也稍稍欠缺等问

题，但这跟高校不重视学生音乐教育培养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一句话叫“好的大

学没有围墙”，作为一个高校，应该要有宽阔、包容的姿

态面对学生的某一缺陷。大家都知道短板效应，不能因为

学生欠缺什么就放弃了什么，这样只会让短板更短，而应

该尽可能的弥补学生某一方面的不足，注重学生的可塑

性。 
例如，高校可以对非专业学生增设每周一节的音乐鉴

赏课，用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情趣等。这样不仅

有益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还能提高学生的想

象力和思维的创造性，对学生个人来讲百利无一害，也能

让高校重视起音乐教育的培育，认清学生音乐教育发展的

作用和趋势。 
又比如，很多高校都会为了管理学生日常工作开设新

媒体部门，利用学校新媒体宣传音乐教育的相关内容，为

同学们营造良好的音乐学习氛围，也能提高学生对高校音

乐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度。 
2.3  重置资源，对音乐教师专业化培训 
教师在高校教育事业当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教师资

源也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首要资源。上文提到网络环境下高

校从事音乐教育行业的老师大多不是专业老师，而是被学

院安排授课的普通教师，这很明显是学院教师资源安排的

不合理行为，就算是学习能力很强的教师，同时讲授两门

专业性课程也是吃不消的，对音乐专业的学习也不能够深

入贯彻。因此，高校要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对音乐教师专

业化培训，尤其是对教师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变革。 
例如，在音乐表演专业的老师不足的情况下，学院可

以安排表演系专业的老师代课或者长期教学，选择专业相

近度较高的教师来进行音乐教育也算是合理分配教师资

源的一种。再者，知识都是互通有无的，由音乐专业的优

秀老师对表演系过来的老师进行学术交流培训，既节省了

费用也节约了时间成本。最后，老师在交流培训中一定要

贯彻新媒体下的音乐教学方式。在理论课堂上，老师备课

时要注意在网上搜索课堂相关主题的音频或者音乐作品

等；在实践课上，老师要注重学生对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

实操性，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 
2.4  课程要立足实际，符合学生现实需要 
音乐教育是启发性的教育，它更是具有实操性的一门

应用性教育。高校音乐教育课程要结合当下社会背景和网

络环境，符合学生现实需要。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毕业就

是步入社会工作，很多真心喜欢音乐的学生就会从事音乐

行业，因此，高校开设课程要多注重实践性，让同学们有

专业实践的机会，以便毕业之后更好的发展。 
比如，校园可以举办有关音乐艺术的比赛或者专题展

览等活动，这些活动同时可以利用新媒体设置网上投票或

者自创音乐网上展览。让高校音乐教育成为一种校园文

化，让音乐通过新媒体的形式与同学们互动起来。对于专

业学生来说也能够发挥其音乐创造能力，在实践中培养过

硬本领，更具专业化；对于非专业学生来讲也可以在课外

感受到音乐艺术的熏陶，丰富日常学习生活。音乐文化在

改变学生的审美情操和音乐知识，音乐体验的同时也在发

挥着新媒体技术对音乐教育的优势。 

3  结语 

总之，在网络环境下这个特殊条件下，高校音乐教育

要与社会趋势相关联，发挥出音乐教育的最大效益。音乐

教育能够培养人的高尚的思想品德修养，充分发挥人的想

象空间、创造性和表现力，培养德才兼备和文艺双全的有

为青年等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它在大的角度来讲也可以直

接或间接的启发人们爱国主义的培养和树立远大理想等。

而与网络环境中新媒体的发展相融合能够最大化提升以

上意义的真实效果，这对高校音乐教育工作来说也是一种

互利互好的方式。希望以后网络环境下的高校音乐教育问

题能够得到改善，得到更加有效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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