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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音乐特长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龚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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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想培养高中音乐特长生，首先需要选择适合他们发展的教材，

需要将学校教学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在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

学生的自身素质，报考专业时需要达到科学性自己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
还需要注重音乐文化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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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部分高中都会注重培养学生成为音乐特长生，这一举
措体现了学校教育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我们通过观察之前的音
乐特长生的高考的结果，发现在培养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问
题，因此无法充分激发出学生的艺术潜能，为此学校在培养的过
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音乐基础和特点，并且不同的学生具
有不同的特点，就需要学生针对不同的学校设计出适合其发展的
教学方式，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了我多年的音乐
教学经验，针对高中音乐特长生的培养提出了几点思考。 

一、根据学生的实际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教材 
拥有一个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体系才能有利于学科的教学，这

不仅对基础学科有效，同时对音乐教学也是一样。可以提高音乐
素质的因素具有很多种，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具有完善的音
乐知识和技能体系，同时这也是音乐教育的基础内容。而学生接
受音乐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音乐教材，并且掌握音乐教材是学习音
乐的第一步，但是音乐教材的内容只是一些基础的音乐知识，这
显然无法满足音乐特长生的系统化的知识和技能体系，这也就导
致了学生的音乐能力无法得以提升。我通过研究心理学的规律发
现，积极向学生提供一些新的知识对激发他们的潜能会相对比较
容易，所以教师应该在培养的过程中时常为学生提供一些新知识
或者一些新挑战，这样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学校资源，提高教学效果 
大部分的音乐特长生除了接受学校的教学，还会在校外聘请

一些专业的教师来进行教学指导，这对有效利用校外资源确实是
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对这个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和
对待，教师不应该对这些学生存有偏见，学生都是为了能获得更
好的发展，所以教师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但是同时也要让学生
明白，现在社会上的这些辅导教师大多数都没有相关的教学经
验，因此他们在辅导过程中使用的方式不一定适用于音乐特长
生，并且他们对艺术教学也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所以可
能会导致学生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而校内的教师是有义务
和责任纠正他们的错误，一切都以学生发展为前提。 

三、注重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 
音乐理论知识是学生成为音乐特长生的基础，因为只有掌握

了音乐理论知识，才能学好音乐专业课。只有学生对音乐知识有
着熟悉的掌握，才能将这些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才
能在实际操作中加上自己的情感，这样才能得出一个优秀的作
品。除此之外，音乐的学习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自己生活
体验，因为大部分的音乐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许多音乐作品都
是富含了很多丰富的感情，而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体会
到其中的内涵，从而懂得如何去欣赏和发现美，并且具有一定的
文化修养与生活体验能有助于学生对音乐的灵魂得以认知，并且
容易把握音符。 

四、遵循学生自身素质和发展规律，科学报考专业 
现在大部分的高校都为学生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艺术教

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有多种选择，
并且能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
现，大部分的音乐特长生在高考报考专业时都选择了师范类。我
们都知道教师这一个职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况且每个音
乐特长生的素质都具有差异性，并且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发现音
乐特长生报考师范类专业的人数远远高于报考其他专业的人数，
一些对其他专业有着强烈的潜能的学生也没有报考与其素质相
符的专业，这就导致了艺术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出现分配不均的情

况。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音乐特长生在高中填写志愿时没有考
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认为教师这一职业比较稳定并且福利好，
从而盲目追随他人填写，但是这样是非常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并
且还会打乱社会的正常发展。如果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
需要对音乐特长生作出正确的指引，指导他们科学地选取专业。
在选择专业这一个环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选错可能会影响
到自己的人生，因此音乐特长生在选择专业时应该综合自己的个
人喜欢以及兴趣，并且对每个专业进行全面的分析，其中需要分
析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以及就业前景等，必要时可以询问一下教
师的意见，但是并不是盲目听取，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据
自己的看法来选择喜欢的专业。所以在培养音乐特长生的过程中
需要科学合理，不仅要达到教育科学，还要引导学生科学报考专
业，以免影响到学生自身的发展前程。 

五、音乐的情感培养 
每个音乐家对音乐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情感，并且每一个作品

都有着丰富的感情，并且作品具有丰富的情感还能感染到听者。
当我们听到激昂的音乐时就会不由产生奋发图强的情感，当我们
听到柔情似水的音乐时就会产生朦胧暧昧的情感，对于不同的音
乐会激发出人们不同的情感，并且随着音乐的变化人们的情感也
会有所变化，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能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升华以
及心灵的感悟。因此培养学生对音乐具有情感也非常重要，但是
在实际的教学中难以得到满意的效果。要想培养学生的音乐情感
首先需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音乐技能，但是我们在进行音乐技能
教学时大部分的学生都无法理解以及掌握，尤其是一些基础比较
差的学生，他们面对枯燥的理论知识会感到厌倦，并且自己的注
意力无法集中在课堂中，如果我们一昧地为他们讲解演奏的技
巧，他们就会对此产生厌倦，更加不用谈培养音乐情感，为此我
们可以将培养音乐情感这一目的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而不是单独
设置一堂课来讲解，这样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音乐产生情感。例
如在每一次的训练中，都提示学生认真对待每个训练的内容，并
且都需要加入自己感情，并不是单纯的提高自己的音乐技巧，并
且为学生播放一些视频，让他们观看一些在演唱技巧满分，但是
毫无情感可言的演奏作品，告知他们只有能感染到别人的作品才
是优秀的。 

总结 
音乐特长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阶段，音乐作为一门特殊的

学科，它同时还是一个情感独特的艺术，通过培养可以充分挖掘
出学生的潜能，并且能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在培养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综合学生的实际来制定出符
合其发展的计划，一切都以学生发展为主，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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