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研究 

应用型本科院校非艺术类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之我见 
——以百色学院为例 

◆李志鹏 

（广西省百色市百色学院  广西百色  533000） 

 
摘要：作者以自身在教育岗位的经验以及调查研究的成果，较为通俗的
描述了高校中非艺术类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的相关问题，例如课程内容和

课时的计划与安排、侧重点、突现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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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在每一种性质的教育阶段都有显而易见的作用，而
高校中音乐教育的作用很明确，但也要区分对象，不能一概而论，
如选择了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高校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
喜欢或擅长的专业（如声乐、器乐）的技能更加娴熟和精通；而
非艺术类专业的，特别是小学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音乐教育就有区别而且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让学生毕业后在工
作岗位中能够胜任一些具象的工作，如排练合唱、在课堂中的歌
曲教唱与弹奏、文艺活动的表演及策划等等这些目前在中小学教
育及学前教育中所提倡的，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二级学院的课程规划中，除了音乐学院，
还有教育学院设置艺术类的相关音乐课程，但培养目标截然相
反，后者更多的是培养全科型的学前及小学教育行业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或者教学能力，同样，在
音乐课程的设置方面，应该也有其特殊的地方。 

一、着重培养与训练全面的音乐技能 
教育学院设置的主要专业为小学教育及学前教育，研究它们

的人才培养方案之后不难发现，在专业基本能力模块中，设置了
六种音乐课程，这六种音乐课程包含了《乐理视唱》、《声乐》、
《琴法》、《儿童歌曲欣赏》、《儿童歌曲弹唱》以及《合唱与指挥》。
不难发现，除了乐理课为理论课程外，其余全部是关于音乐技能
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音乐能力，特
别是琴法课程，人才培养方案中制定了总共四个学期的课程，每
学期 32 课时，而其他音乐课程就相对较短，一般设置在一个学
期中完成，课时从 10 至 32 不等。这些所有的音乐类课程并不是
集中安排，而是分散在学制下的每个学期当中，继而让学生每学
期持续接触到不同的音乐课程，综合全面的去发展。 

为了锻炼并鼓励学生积极的展示所学音乐技能，除正常的音
乐实践课程之外，定期举办各类实践音乐会，尽可能的让更多的
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从准备到登台展示的过程，才能更好的掌握
基础的技能以及发现更多不足之处。除此之外，每学期还有技能
验收环节，被验收学生全部是通过抽签决定，在保证公平的情况
下又督促了每个学生的音乐技能训练。 

二、突出“实用性”而非“专业性” 
区分艺术类专业与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教学上的根本区

别在于哪个更具有专业性或者说哪个更加实用，例如课程《乐理》
与《视唱练耳》，在艺术类专业的音乐课程教学中，这通常是两
门独立的课程，并且将“乐理”称之为“基本乐理”，而在非艺

术类专业音乐课程的安排中，前者的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变成了一
门课程《乐理与视唱》，显而易见，在课程数量上也有很大区别，
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乐理与视唱》一共只有 32 个学时左右，
这意味着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而在艺术类专业的课程安
排中，《乐理》至少有两个学期的时间，《视唱练耳》更是有四个
学期甚至有些学校开设至六个学期，从这点就可发现，非艺术类
专业音乐课程“不得不”追求“实用性”，但这只是相对的、在
对比的情况下来说。突出“实用性”也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在小
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工作中，很少或者几乎没有需要“专业性”
的音乐理论知识去解释什么，而只是会唱、会弹、会教即可，而
不是更多的去研究怎样唱得更好、怎样弹得更好。但是也不能浅
显的断章取义，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的教学更多的是体现在基
础层面的理论与技能，这并不代表不够系统或者不够科学，而是
侧重点不同。 

三、“技能”是否可以短时练就？ 
不管是艺术类还是非艺术类专业的音乐课程，其结果都是想

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音乐理论和实践能力，而这种“能力”一般通
过“表演”来完成，这就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了。有句话说“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算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不用登上舞
台，那站在讲台上示范或者弹唱也其实是一种“表演”了，但由
于选择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很少或者根本
没有真正接触到跟音乐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具备某种音乐技能，
但在进入高校后，不仅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练习音乐技能，又要
学习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类课程，相比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可能
难上加难，后者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专心的用于练习自己的专业。
所以这已经给高校非艺术类专业的音乐课程体系带来了挑战，我
国本科教育学制为四年，专科教育学制为三年，也就是说，三至
四年内，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学习成绩的情形下，要掌握一些音乐
能力，如演唱、演奏等，这里用到“掌握”这个词，只能说可以
在某个空间内，面对很多人进行表演的能力，具体程度只能看个
人的条件了。目前小学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安排相对
比较紧密，特别是专科专业，因为时间短，但又需要全面的知识，
这造成了一种现象，学生一不小心就会偏科，特别是音乐类课程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实践练习。 

目前高校教育不属于精英教育、特种教育，高校在设置专业
课程时肯定希望能够使所有学生全面的学习，接受最全面的教
育，这对于从事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教学的教师来说，也是一
项艰巨的挑战。 

通过对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体系的研究，能够更清楚的认
识到音乐课程体系根据具体效果变化后的实用性，而非评判它的
对错或完善程度，通过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专业中音乐课程体系
的实施来发现问题，或者更好的实施方案并加以改革，使得高校
非艺术类专业音乐课程的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先进、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