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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在高校作曲技术理论 

课程中的应用方式 
◆郑  逦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当前数字化快速发展与进步，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各个生活领域
以及工作方面必备的及时之一，同时也影响和深化到了高校音乐教学领

域，主要展现在教育方法的革新以及教学环境的变革，这样的改变会对

音乐教育带来相当大的机遇与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
的基本使用方式，并针对高校中的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将其进行实际运用，

并通过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在运用这一先进的音乐教学手段的过程中，

能够有效的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提升，同时将作曲技术理论课程进行
具象化和数字化，让学生能够有效替身对于作曲技术理论的理解程度与

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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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作曲理论技术课程之中的教学将和声课程与复调课程

作为主要教学的内容，通过这样的课程教学能够有效将学生的认
知模式、思维方式进行改变与具体，而当前的课程教学主要是依
靠与教师在讲台上进行理论的直接讲解，然后再采用钢琴演奏的
方式促使学生加强对于其中的理解与领悟程度。这样的加血方式
容易产生学生的知识获得出现之后的现象。学生对于作曲技术理
论课程的学习感到枯燥无味，没有办法以极高的学习热情与学习
态度学习到相关的理论知识与相关的技能。因而通过将数字化音
乐教学手段进行引入，能够有效将这些问题进行解决，进一步提
升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与教学水平。 

一、和声、复调课程中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的应用方式 
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主要有复调教学、和声教学，

这两个专业课程的学习促使学生能够在音符之中体会到变化多
端的音乐构成刑事，并且之后让学生通过做习题的方式进行作曲
技术理论的联系，同时在乐器上进行实践在，最终的实践效果会
以成绩的形式作为呈现。这样的教学形式较为传统、规范，但是
也让学生对于和声的敏感性不断降低，促使学生对于教学的时间
失去主要的兴趣，最终导致学生没有办法感受到和声与复调之中
存在的艺术性与乐趣。当前数字化的音乐教学手段进入到高校作
曲技术理论课堂之中，能够有效将音乐课堂变得更加活泼、有趣，
进一步表现出音乐的具象形式，促使学生们能够更加直接了当的
感受到音乐，教师能够减少抽象的演示和讲解，促使学生能够在
一定时间内最大程度的吸收和理解相关的作曲技能和知识，促使
学生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激发其创新思维与灵感。 

（一）乐谱展示软件在和声、复调课程中的应用 
当前市面上流传最广，同时国际上通用的的乐谱展示软件就

是 Finale 和 Sibelius，这两个软件优点在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
内将复调与和声在钢琴乐谱进行展现，同时这两个软件的操作便
捷、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掌握，能够进行云端保存，而且
乐谱排版整齐，能够较为直观的看到乐谱的展现形式，促使学生
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熟悉的使用软件，并且还能较为方便的出
谱子，促使学生能够不断拓展课外的相关知识，保障学生的综合
素养的提高。 

（二）和声教学软件在和声、复调课程中的应用 
在高校之中对于和声、复调的教学主要是将电脑与作曲技术

相结合，同时将软件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沟通的主要方式与桥
梁，促使学生与教师能够有效的进行联系，并提高教学的数字化
与技术化。当前主要运用、流传较广的软件是 Tonica 软件，这
样的软件存在是为了能够让学生提高学习四部和声而存在的，该
软件展现出了有关音乐较强的学术性以及专业性，最终让学生在
进行更改和弦的过程中更加快速。学生也能够通过在与软件进行
熟悉的过程中，有效的对于和弦的过度、连接以及承上启下等进
行充分掌握，最终保障和声教学的相关教学效率以及效果大大提

升。 
二、在配器课程中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的应用方式 
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中还包含着配器课程，该课程的教学主

要内容主要有配器法和乐器法。配器法的主要内容是让学生对于
经典作品进行分析，而教师在一旁进行引导，但是这个阶段会出
现理论知识的教学与实际的教学活动存在着矛盾的现象。而乐器
法主要是能够让学生对于乐器的各种特点、发音特色以及运用到
实际作品中的方式，教师一般在教学的过程中，让专业的演奏者
能够在课堂上直接进行演奏，这样一来就必须要配备专业的演奏
家，但是一般来说部分院校的音乐实力不足，没有办法将这些音
乐器材进行完备，同时也没有实力去请相关的人才进行演奏，导
致最终的教学作用相当低。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数字化软
件就是 Cubase 与 Nuendo，这样一来能够有效将传统的这两个教
学内容问题进行解决。 

这两种音乐软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贯穿使用，例如在进行乐
器法的教学过程中，能够将采样音乐进行贯穿，通过教师告知学
生的有关乐器的发生方式，并利用 Nuendo 这样的软件能够将乐
器的音色进行表现，同时在不同的演奏方式下，乐器所展现出的
各种效果，这些都能在软件之中能够实现，而且教师能够提前在
软件之中将乐器的演奏方式进行输入，在进行上课之后能够将其
中一小部分进行提取出来进行研究与分析，利用软件能够用不同
的乐器的音色进行展现，促使学生能够较大的程度上进行了解和
掌握音乐的展现形式，同时能够将部分较为经典的作品开展详细
的分析与引导，促使配器课展现出极为有趣的乐趣，促使能够让
学生将视觉与听觉充分融合，保障教学效果达到完美的境地。 

结语 
传统的音乐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呆板、理论性强、

枯燥的特点，这样一来对于作曲技术理论没有办法有效将学生的
积极主动性进行加强，保障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与理论。因而当前
要能够将高校在进行作曲技术理论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能够将
数字化进行充分融入其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将教学的质量
进行提升，这样一来能够有效地将学生的知识理论进行不断拓展
和提供更多的知识深度，教师能够有效将教学的数字化媒体作为
学生学习的有效形式之一，促使学生能将音乐的学习魅力、教学
空间等进行不断的感受，保障学生的学习潜力、主观能动性不断
被挖掘出来，学生也能够对于经典音乐进行不断理解与感受。因
而数字化教学手段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中进行运用，不仅仅是能
够促进该课程的发展，同时也能对于音乐专业的其他课程有效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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