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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创新思维培养
邹  颖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如今的教育更加重视素质全面素质教育模式，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音乐的存在带给我们生活韵律的美好，

对音乐的教学也不仅仅只停留在传统的音乐知识理论和技能方面的培养，更多是要让学生真正进入到音乐当中，体会音乐

节奏的韵律，感受音乐所带来的独特之感。本文将以音乐为载体阐述高校艺术教育的落实，分析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本篇文章围绕艺术审美教育，意在探讨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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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改的背景下艺术类学科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加大艺术类学科的师资队伍和艺术类学科教学的基础设

施。然而观念的转变并不是短期的，很多艺术类学科教师，

并未意识到艺术教学中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而审美教育

才是艺术教育的核心所在，只有具备了审美能力才能够

使学生更加具体且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魅力，也只有具

备一定水平的审美才能实现令人惊叹的创作。

1 审美教育
1.1 培养全面型音乐人才
高校音乐教育更加重视培养音乐全才，专业性较强。

音乐教育离不开审美教育，而审美教育是需要长期的培

养和锻炼。就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刘宪华，作为音乐才子

的他就是全面型音乐人才，精通各种乐器，拥有被天使

吻过的嗓音。很多人只是看到了他音乐方面的才华，却

不知这些都离不开刘宪华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感让他在

音乐事业中游刃有余，感受到他人多不能感受的音乐之

美和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审美教育的普及能够帮助学

生在学习音乐时，不单单只是旋律问题，更重要的是融

入到音乐之中，与音乐共舞，去感受音乐情感。

1.2 音乐教学离不开审美教育
审美有很多种，美术、影视、服饰等等，都需要审

美的存在。音乐中的审美主要体现在对音乐旋律节奏的

把握，音乐旋律情感的理解，是需要教师制定合理的音

乐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比如《渔舟唱晚》，

作为古筝的十大名曲之一，节奏抑扬顿挫、宛转悠扬。

这时，音乐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此音乐之前对音乐

背景进行了解，在学习之中去感受自己身临其中的氛围，

感受旋律的悠扬。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音乐教师

就可以根据此词来进行情景教学，这样不仅增加学生对

这首歌曲的理解还可以提高词句的审美能力。因此在音

乐教学中，教师先要锻炼学生的审美，让学生融入到音

乐之中才能够顺利地开展音乐教学。

1.3 创作创新能力的提升
音乐带给我们轻松愉悦，很多优秀、百听不厌的音

乐离不开背后创作人的努力。音乐也是一门艺术创作，

因此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作能

力。在音乐教学中，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对音乐设计

的理解，通过学习每一首音乐，让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

的音乐节奏并以此模仿。长此已久，学生对音乐旋律节

奏有所把握，对音乐的审美能力有所提升，在音乐创作

上也会有很多灵感。

2 审美立于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审美的水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进行审美培养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抽象的概念更加具

象化，比如将乐理知识更加具体地通过实际例子展现出

来，让学生进行聆听、赏析，结合着音乐向学生介绍某

种名词的独有特征。通常来讲这样的教学具体到一种乐

器会有非常显著的教学成果。下文中我们以“笛”为例

探究审美教学。

2.1 笛
笛是人类文明中出现得最早的旋律乐器的其中一个。

从汉代至唐代，不管是在音质上还是在制作上，中国的

竹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20世纪的中国笛子演奏的艺术

演绎方式来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时期。冯子存的北派竹

笛和陆春龄的南派竹笛等各大派系的出现表示了竹笛艺

术来到了艺术历史上百花齐放的崭新的时期。能够切实

的感受乐曲中蕴藏的深意、体会演奏者的行云流水，以

及身临其境的享受音乐魅力都是赏析能力的体现，对于

高校中的学生而言能够了解相关技法和风格就能够完成

初步的赏析任务了。赏析能力之所以会成为审美的根本，

是因为只有懂得乐曲才能够有客观地评价，只有理清脉

络才能够清楚自己喜爱的原因，才知道什么风格更加符

合自己的心意。

2.2 风格、技法——赏析能力是建立审美的基础
2.2.1《早晨》
《早晨》所运用的吹奏技艺是以北方派系的梆笛的

技艺方法为主，南方派系的曲笛的技艺方法相配合的一

支浙派的经典作品。

在引子里，作曲者以南部地区昆剧里的《点绛唇》

为创作的基础调子，并以改变进步而成。在曲子的第 9

小节里作曲者开创式地使用了循环换气以配合时间长的

三音颤音，表现出了一个从舒服到鸦雀无声的情景，给

人以向阳而生、晨光四射的早晨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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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该曲子的快板的内容上，在演奏该内容时使用

了很多的吐音和滑音等技艺，后面的内容也运用了很多

滑音和吐音。这些技艺都是北方派系的技艺，该内容运

用的是经典的北方派系的梆笛吹奏技艺。长时刻花舌的

使用也给本曲子以南部地区的昆剧为基本调子上增添了

一点北派笛子的特点。最终的一节没加任何修饰的音符

也融入了西洋长笛的吹奏方法，使整个曲子在春天早上

的意象里结束，一切又慢慢地变得安静。《早晨》这首

曲子的创造，甚至可以认为极大程度的影响了之后的笛

子乐曲的写作。

2.2.2其他乐器的技法和竹笛的融合
在 1971年的时候，根据“吐良”（云南少数部族的

乐器）的形式样制，首先以短的竹体打造了口笛，扩大

了竹笛演艺的方式。而后，俞氏又融入了许多其他乐器

的技巧方法，例如在其作品《赤日》里使用了古琴的技

巧方法，营造了极其神秘的远古氛围；而在《春风遍江南》

里应用了古筝的刮奏技艺，用来突出流水的形式；在《琅

琊神韵》里使用口哨同时吹气，使竹笛本身只发出笛管

里的风声的技巧方法，使用三弦的技巧方法使本来单一

的吐音有一定的颗粒性与弹性。

2.2.3《牡丹亭组曲》
在《牡丹亭组曲》引子里，D调的笛子以难以察觉

的较大宽度的滑音模拟女主杜丽娘的昆剧旁白《好天气

也》，表达了给好时光和美丽风景的赞叹。在乐曲的二

章里，笛子以风声和虚吹笛孔来模仿叹息的声音，则展

现除了魂归幽冥外没有其他办法的无可奈何。在乐曲的

四章里，竹笛接着以虚吹笛孔以及舌头并配合指尖敲打

笛管，给杜丽娘的出场奠定一种神秘却不害怕的场面。

以哨声连带的风声改变突出了人鬼互相诉说感情的感觉。

而接连的滑音和指柔音，则形成女鬼杜丽娘缥缈的感受，

让这个乐曲的片段在人鬼互相诉说感情的温馨的场面里

还带着人鬼殊途的无可奈何和幽怨的氛围。可以说，俞

氏在对技艺的了解上跟先辈比较起来更看重曲子本身的

内涵。

3 创新思维
在全民创新的时代，似乎处处都体现着创新，在大

学的艺术教育中，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又是否具有重

要性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创新思维是大学生创

作的基础，而大学生的创作能力是大学艺术教学应该完

成的培养任务。创新思维的存在、创作能力的存在一定

程度上开拓了学生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于学生个人能力

发展而言，创新思维能够让学生察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

惊喜”，而这些惊喜善加利用往往会成为开辟崭新成功

道路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创新思维更加利于学生的发散

思维培养，这对于学生而言又是一项关键性的成长助力。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见许多障碍，而发散思维能

够让学生得到多种解决障碍的思路，甚至在面对难以打

破的局面时都能够发现意料之外的解决角度。不止如此，

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加强大多得益于其优秀的艺术感，而

艺术感会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因为艺术会让人具

有更加感性的一面，对于生活中的浪漫有更好地把握，

其情绪能够更加鲜明，也会更加具有共情能力，而这些

会赋予学生更加具体、强烈的存在感以及幸福感。

4 总结语
国家教育观念的改变伴随着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的

完善。以往我国对文化课教育极为重视，应试教育是我

国教育体系的核心，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以及应试教

育各种弊端的出现，国家更加重视全面型人才，注重发

展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教育。艺术教育是高校中不

可缺少的教育体系组成，高校教师可以从审美培养的角

度渐渐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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