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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深刻地重塑着教育领域的

未来,尤其在音乐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教学效果、培育核心素

养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传统音乐教育与数字化音乐教育的特点及其局限,提出二者融合创新

的策略,探索音乐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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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education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usic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cultivate core literac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usic education and digital music education, propo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their integration, and explor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music education. 

[Key word] traditional music education; digital music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正深刻地重塑着教育领域的未来。这些技术的进步不仅优化

了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获取,也为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带来了革

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一艺术领域,人工智能辅助的

音乐创作工具、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学习路径等创新应用,

正在逐步改变传统音乐教育的面貌,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丰富、便

捷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早在21世纪初国家便已开始关注信息技术与艺术教学的融

合,如2002年由教育部颁布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

(2001-2010年)》中提出要“大力提高艺术教育现代化水平和信

息化程度,促进信息技术和艺术课程的整合”[1]。2019年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加快信息

化时代教育变革,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在2022年颁

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中,更是强调了信息技术在音乐

教学和创作中的应用,例如鼓励学生使用虚拟乐器、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等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等。由此可见,数字化、信息化教

育已成为大势所趋,音乐教育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成功转型,找

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并符合时代需求的音乐教育发展路径,成

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1 传统音乐教育与数字化音乐教育的利弊分析 

数字化音乐教育是将传统音乐教育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

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设备和平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

供在线教育、交互学习、课程资源共享等服务的教育形式[2]。与

数字化音乐教育相对的传统音乐教育则是依托教材通过教师示

范、讲授等所进行的音乐教育,教师无论是在教学内容或是教学

方法的选择上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二者各有利弊,应相互取长补

短,发挥各自优势。 

1.1传统音乐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首先,传统音乐教育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实践性。传统的教

学允许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互动,有助于建立师

生之间的情感联系,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传统教学强调亲身参与

和实践,通过面对面的教学、演奏和演唱等形式,学生能够直接

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表现力,并可以及时进行交流和反馈,这种

亲身体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其次,在传统的音乐

教育环境中,学生往往通过合唱团、乐队或其他音乐集体活动进

行合作学习,这种集体合作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还能

增强他们的社交技能和领导能力。 

但与此同时,传统音乐教育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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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教育往往会受到地域、师资、设备等资源的限制,尤其

是偏远地区的学校缺乏专业的音乐教师和完善的音乐设施,易

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影响了音乐教育的质量。其次,传

统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如讲授、示范和模仿等,缺乏

创新和多样性,易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难以充分发掘他们

的音乐潜能。再次,传统音乐教育往往以大班制的集体授课为主,

课程和教学时间也相对固定,难以顾及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

需求,导致了个性化教育的缺失。 

1.2数字化音乐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近年来,数字化教育平台层出不穷运用,早期如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ICourse、网易公开课等,后有各种线上陪练

平台、智慧美育平台等,疫情期间更是推动了线上教学模式的快

速发展。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化音乐教育有其强大而不可替代的

优势。首先,数字化音乐教育具有普及性。数字化平台往往汇聚

了海量的教学资源,包括各类音乐课程、教学视频、音频素材等。

这些资源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更新迅速,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其次数字化音乐教育具有灵活性,它能够根据学生的

兴趣、水平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节奏和进度进行学习,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上与其他学习者互

动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再次,数字化音乐教育平台通常

具备实时反馈功能,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评

估,这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调整教学策略,

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但同时,数字化音乐教育同样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数字

化音乐教育依赖于网络和多媒体设备,因此要求学生和教师具

备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对于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学生或教师

来说,这可能会成为学习的一大障碍。其次,相比于传统的面对

面教学,数字化教学缺乏真实的互动体验,学生可能无法获得与

教师或其他学习者的直接交流和反馈,从而影响学习效果。再者,

数字化音乐教育使学生更加依赖网络和设备进行学习,这可能

导致一些学生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了传统的学习方法和技巧。

同时,数字化音乐教育还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自律性,才能在没

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学习动力。 

2 数字化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融合创新 

学校音乐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数字化手段创设音乐资源

共享、个性化学习、驱动式教学的学习环境,通过重构音乐学习

环境和教学内容供给,对传统音乐课堂的教学过程、教学结构和

教学角色进行根本性转换。[3]因此数字化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

教育可通过教学模式、内容、方法的创新以及教师角色和能力

的转变等方面进行融合创新,进一步推动音乐课堂教学的变革,

构建更加开放、互动和个性化的音乐教育生态。 

2.1教学模式的创新 

在数字化音乐教育的实践中,教学模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结合传统教学的优势和数字化技术的便捷性,可以创造

出更加高效的教学模式。例如,覃祖军等人提出的“空中课堂”

模式[4],通过“点播+直播”的互动学习方式,不仅使得学生能够

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进行学习,还能实时与教师进行交流。此外,

还有虚拟数字人辅助的“双师课堂”教学模式[5],通过AI数字人

辅助教学,实现远程教学与现场教学的有机结合,开展互动式学

习活动,提高了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教师也可通过结合线上的数字化资源与线下的传统音乐教

学,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学生可以

通过线上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乐理知识或练习乐器,针对每个

学生的易错点和难点进行重点练习,同时在线下的课堂中,与教

师和同学面对面交流,进行实时的乐器演奏和合唱排练。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情

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计划。 

2.2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是数字化音乐教育的关键。随着数

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音乐教育开始融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使得

学习过程更加多元化和丰富。传统音乐教育往往受限于地域、

师资等资源,而数字化音乐教育则可以突破这些限制,提供更加

广泛、便捷的教学资源。 

教学工具上可供教师利用的也十分丰富,例如音乐编曲软

件库乐队、Logic Pro等,或者人工智能作曲软件如suno或Amper 

Music等,这些软件通常包含丰富的音乐素材和编辑工具,学生

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自由探索和创作。这种创作过程不仅激发了

学生的创新力,也提高了他们的音乐素养。在教学方法上,教师

应意识到自身角色的转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少用传授、讲解,

多用探究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进行探索并解决学生

所遇到的问题,引导他们进行自主学习和创新,更好地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 

2.3教师角色与能力的转变 

在数字化音乐教育的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和能力也在发生

转变。在数字化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融合中,教师不再仅

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成为了学习引导者或项目顾问,并且需

具备数字化教学的能力和创新教学的意识,以适应新的教学环

境。因此,教师需要了解 新的音乐教育技术和趋势,并不断提

升自己的数字化技能,例如如何使用新的教学软件和设备,如何

进行在线教学设计等。同时还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学习如何使用

数字音乐工具管理在线教学平台、分析学生数据等,学习如何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音乐分析和创作。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

教师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

学,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 音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当前传统音乐教育与数字化音乐教育之间的融合虽然具有

诸多潜在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难点和挑战,例如教学理念与方法

差异大、操作技术门槛较高、资源配置投入多等问题。因此,

笔者提出以下音乐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3.1转变传统观念 

在数字化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转变传统观念是实现融合创

新的关键一环。教育工作者、学生以及社会各界都需要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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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理解

力的培养。传统的音乐教育观念往往偏重于技巧的训练和经典

的传承,而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技术的融合、跨学

科的学习以及创新思维的激发。为实现这一转变,音乐教育者应

当积极拥抱新技术,将其作为教学的工具和补充。同时,教育者

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从单一的教师中心转变为学

生中心,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合作学习,并在过程中发现和解决

问题。 

3.2构建开放共享的音乐教育资源平台 

在数字化时代,构建一个开放共享的音乐教育资源平台是

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关键。当前,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

展为音乐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利用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整合各类音乐教育资源,包括教学视频、

音频文件、乐谱和互动软件等,构建云教育学习资源库,实现全

球范围内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的连接和共享,并利用大数据分

析来个性化地推荐学习内容,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通过开放

访问和共享机制为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

习材料和工具,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音乐教育资源,

推动音乐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3.3促进音乐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音乐教育的未来将更加紧密地与 新科技结合。人工智能

(AI)技术可以辅助学生在作曲、和声分析和音乐风格识别等方

面进行学习和实践,将在音乐创作、分析和教学中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应积极推行AI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技术则能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音乐学习体验,以全新

的方式探索音乐的世界。同时,在教育评价方面还能以数字技术

为依托构建音乐教学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教学过程

中的多模态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全覆盖、客观性、多样化地

进行过程性和表现性学习评价,为教学提供科学的反馈和改

进建议。 

3.4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音乐教育人才 

面对数字化时代的需求,音乐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与

时俱进。音乐师范教育需重视跨学科学习,在课程中融入 新的

数字技术,进行如AI音乐创作、音乐编程、数字音频制作等。同

时,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样重要。在线学习社区、虚拟研讨会、远

程协作平台等都可以帮助教师可以持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和技

能,保持教学方法的现代性和创新性。通过以上种种举措,培养

能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音乐教育人才,满足数字化时代音乐教育

的需求,实现音乐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4 结语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发展,音乐教育正经历着一场融合

传统与创新的转型。持续创新和适应变化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关

键,也是实现音乐教育长远发展的动力。展望未来,音乐教育将

更加个性化、互动化,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和综合能力。我们期待在数字化的助力下,音乐教育能够开启一

种全新的面貌,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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