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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疫情时代下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一些思考
叶馨瑶

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疫情时代下，我国学校音乐教育迎来了新一轮挑战，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施，也因此引发了一些问题。

本文从疫情下高校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入手，结合音乐以及音乐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分析音乐教育对当下的重要意义，探讨我

们应该如何充分地发挥音乐在高校教育、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到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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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mus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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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pidemic era,China's school music education is facing a new round of challenges,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and implementation,also caused some problems.This artic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s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under the outbreak,the combination of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nalysis of music educa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we should explore how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music in college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and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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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下的高校音乐教育

自 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至今已近三年，全国上下经历了

一次前所未有之大考，教育作为人们生活日常所必需的一项活

动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疫情肆虐之初，我国各地高校

均积极履行教育提出的“停课不停学”措施，在确保师生安全

的情况下尽力完成各类教学任务。2020年 6月，我国习近平主

席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首次提到“后疫情时代”

一词。后疫情时代是指新冠疫情过去后的时代，但并非是指新

冠疫情完全消失，而是指该疫情将会以常态化的方式伴随我们

的日常生活。基于此，全国多数地区已经恢复常态化防控下的

线下教学模式，抑或是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我

国高等院校的人员组成复杂，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因此

在疫情面前高校的教学开展是极具困难和挑战的。高校的音乐

教育在此情况下也面临着些许问题：

1.1教学形式、内容受限

确实相比于线下的音乐教学，线上拥有者突破时间和空间

限制的绝对优势，学生可以无论是否在校内都可以接收到线上

的音乐教育，并且也不会受到上课时间固定带来的限制。但是

线上教学仍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陷。首先，在教学形式上极其

受限，基本上大多数的音乐教育类课程只能以教师单方面讲课

的形式展开，就算能加入一些视频或者是音频的资料在授课内

容中，也终究是教师一人在参与整堂课程的运作，学生在课堂

中的参与度较低，还容易出现学生仅仅是挂着但是人却无心听

课的情况。此外，教学形式的单一还会导致教学内容受限。网

络是影响网课效果的一大因素，我们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难免会

碰到网络信号差的情况，师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更别说让教师在线上带领学生开展音乐教育的实践

性活动了。

1.2音乐教育的受重视程度降低

疫情前在高校内，其实音乐教育的总体参与程度还是较低

的，更何况疫情后许多必修的课程开展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更不要说音乐之一类辅修、选修类课程了。即便是我国颁布了

美育的相关意见，但是政策的实施终究是需要全方面的协调配

合的，并且能否落实到位也存在疑问。在面临主修类课程无法

按时完成的情况下，音乐相关的教育活动就极有可能被舍弃。

此外，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东部沿海城市会相对发达，那么就会

出现部分学生的家庭无法负担线上教学带来的资金消耗，这是

客观条件下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在此类情况下，若是要开展音

乐教育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高校的一大“负担”，在完成高校

基本的教学任务都困难的情况下，音乐的存在感就会被进一步

降低。

1.3学生的兴趣大幅度下降

课堂氛围缺失是我们目前高校音乐教育所面临的另一大

问题。据笔者调查了解，杭州市部分高校内的音乐类选修课多

为知识传输型的课堂，即教师单方面向学生讲授音乐相关的知

识，这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从而逐渐丧失对课堂的兴趣，还有可

能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在疫情下，我们最常见的授课方

式恰恰是该方式。再加上，疫情的存在让许多人出现了多多少

少的心理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 3月发布的一项报告显

示，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期间增加了各地民众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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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 2020年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 25%，其中

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长期的线上授课让学生丧失了本该

在校内的生活，抑或是在校内经历了长期的封校生活，从而面

临着心情压抑带来的诸多问题，同时还有可能伴随着对学习兴

趣的大幅度下降。

不可否认，线上教学给音乐教育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当我们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弊端时，我们必须要思考该如何

解决此类问题。

2 音乐及其教育功能对当下的重要性

2.1音乐的功能及其特点

从古至今，音乐都是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一部

分，存在于日常的方方面面。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文化，

它以其特殊的方式，或以旋律、或以谱例、或以电子形式而存

在，它能真实地表现人类的思想感情，反映出当下的现实生活。

有音乐的存在必然会有音乐教育的活动，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均

离不开音乐教育的作用，同样的，音乐的功能和特点也通过教

育活动来充分体现。音乐主要具有教化、情感调节等功能，不

仅能够承载和传播知识，同时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对人的内在思

想情感起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1）教化功能

讨论到音乐的教化功能，无论是古今中外均有一定的史料

记载。《乐记》作为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较为完整、具有系统

性理论的音乐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音乐

的社会功能，探讨了音乐对于该时期人民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教

化作用。《乐施篇》中记载：“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

以缀淫也。”这就表明，音乐是为了进行德化的教育，再加上

“礼”的推行才能够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在

西方国家，音乐的教化功能体现在对神权的宣扬和维护上，中

世纪西方音乐主要与宗教相关。人们通过音乐来烘托氛围表达

对神权的崇拜，歌颂神的伟大，教育人们要虔诚的膜拜神、顺

从神，从而达到宗教的神化目的。总之，音乐的教化功能存在

已久，人们也早已意识到了该功能的意义并对其进行了充分利

用。

（2）情感调节

人们常说音乐可以影响人的心情，对情感具有调节的作

用。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乐记》就有记载，“凡音之起，由

人心生也，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音是由人心产生的，人

的心情是由所在环境所引起的刺激而产生的，人类思想感情的

变动是外界事物给予影响的结果。战国末期一大著作《吕氏春

秋》中也有对音乐与情感之间联系的描述，“耳之情欲声，心

不乐，五音在前弗听。”心情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你所听音乐

的好坏，同样的音量的大小、旋律的起伏等等都有可能会直接

或间接影响人的心情和心境。

2.2音乐教育对当下的重要意义

（1）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大内容

2020年《意见》的印发再一次将美育推上了全国教育热潮

的尖端。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

美育内容广泛，包含但不局限于艺术教育，可以说艺术教

育是实现美育内容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手段。美育的根本任务是

“立德树人”，其指向即为对人的塑造及培养，但是美育绝不

等同于德育，更不是德育的附庸。在现阶段，无论是高中小学

还是高校，美育都是为了让学生在各类审美体验中感知并获得

审美的经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并获得“真善美”的深层

力量。音乐是艺术的一种，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将音乐教育同

道德教化相结合的案例，如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就是最好的例

证，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通过音乐教育也有助于我们达到美育的

目的，在高校内大力推行音乐教育也符合当下时代的要求。

（2）是后疫情时代心理调节的良药

疫情发展至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大大小小的影响。由于高

校学生组成的复杂性，通常在疫情下采取封校类似的措施，学

生的活动范围长期被局限于高校内，长此以往部分学生的心理

出现了不同程度抑郁或其他症状。此外，每年都有无数的高校

毕业生面临找工作的难题，但是由于近几年的疫情带来的市场

影响，整体就业的大环境异常的艰难，学生的焦虑症状愈发明

显。据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内学生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导致出现

心理健康疾病的数量逐年增加。因此，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

法就显得迫在眉睫。考虑到高校学生群体数量较大，要想让心

理咨询师对每一位学生进行治疗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

部分学生并不希望他人知道自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又或者

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因此，音乐在此

时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3 后疫情时代的高校需要音乐教育

新时代的美育政策要求我们要不断提升高校学生的审美

能力，通过学校美育来感召人、激励人、塑造人，实现“美育

化德”从而达成“以德树人”。音乐对“美”的传达和体现非

常符合推行高校美育的要求。后疫情时代下，高校的美育实现

需要音乐教育的帮助。以下几点为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或可

以改进的：

3.1丰富音乐教育形式

相比于音乐类专业的学生来说，非音乐类专业的学生所接

触到的音乐类课程还是大有不同的，更多的可能是单方面的知

识传输型课堂，缺乏灵活生动的实践性课堂。音乐教育的方式

有很多种，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奥尔夫教学法，其丰富的奥尔夫

乐器以及独特的音乐游戏若是能结合并借鉴运用到高校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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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类课程中，相信会给学生带来独特的音乐体验。此外，若是

出现因为疫情而被困校内的情形，高校可以积极组织各类艺术

社团，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或是演出，并且倡导更多的学生参

与其中，以此不仅能让学生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音乐活

动的快乐，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音乐获得独

特的审美体验。再者，高校的教育资源通常是颇具广度和深度

的，不仅能够邀请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同时也有能力去组

织不同层次的活动。情况允许时，高校可以多组织音乐或其他

艺术的学术讲座，邀请业内的专家学者前来，通常这类讲座会

是学生非常感兴趣并且愿意去聆听的，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也能使学生获得审美体验。

3.2重视教育过程而非结果

既然音乐教育在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美育，那么我们就不

能用常规的考核方式来检验其是否真的实现。音乐虽然是一门

课程，但是同常规的数理化不同，他并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可以说音乐没有对错。音乐的好与坏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不同的

定义，音乐的好听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审美经验和感

知体验。如果我们强制性地将音乐课程的考核标化，那么不仅

会失去以音乐美来育人的优势，还容易让学生逐渐丧失对音乐

的兴趣。此外，负责授课的教师也会非常头疼，因为高校的学

生数量较多，再加上音乐本身的不确定性，让教师难以以固定

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水平高低。因此，若在高校内实行音乐教

育应当更多地注重其教育的过程，而不是教育产生的好坏结

果。

3.3关注学生心理、发挥音乐作用

高校学生的心理是我们要着重关注的。前文提到，由于疫

情带来的各种影响，连带着容易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音乐早

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我们都明确音

乐具有陶冶性情的作用，但是我们确没有将音乐的作用发挥出

来。高校必须要充分认识到音乐及其教育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的

重要作用和意义，无论是校内艺术资源的配置，抑或是美育师

资的培养，高校对于美育和音乐教育的重视应不仅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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