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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终身教育”视角，我国各个社区要大力发展音乐教育。目前，社区音乐教育的作用与价

值主要体现在：“培养社区居民健康的兴趣爱好”“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生活质量”“营造和谐、文明的社

区氛围”。本文主要围绕“社区音乐教育的介绍”“发展社区音乐教育的意义”“社区音乐教学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终身教育视角下的社区音乐教学优化路径”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以“终身教育”为

出发点，进一步优化社区音乐教学，逐步建立更完善的社区音乐教学体系，让社区增添更多艺术气息，

让广大居民体验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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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Path of Community Music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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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ll communities in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music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community music educ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cultivating healthy hobbi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mproving the overall life qual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and civilized community atmospher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music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community music education,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community music teaching, and the optimized path of community music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Taking lifelong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aim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community music teaching and establish a more perfect community music teaching system gradually, so that the 

community can gain more artistic atmosphere and the residents can experience a happi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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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我国社区音乐教学工作

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配套设施不齐

全”“教学专业性不足”“教学团队比较薄

弱”。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社区音乐教学

工作很难进步，很难真正融入居民生活，

甚至会受到一些居民的抵触。“终身教育”

强调教育的持续性、多样性，鼓励受教育

者主动学习、终身学习，保持对学习的热

爱与追求。在终身教育的指导下，我国社

区音乐教学工作逐渐产生新的目标和要

求，致力于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社区音

乐教学体系，进一步提升社区音乐教学质

量，吸引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其中。 

1 社区音乐教育的介绍 

“社区音乐教育”主要指以社区环

境为载体的一种音乐教育形式。与传统

的音乐教育有所不同，社区音乐教育具

有“双重性”，既要体现音乐教育本身的

特点，也要体现社区教育的独特性。了

解社区音乐教育的特点，有利于落实相

关教学工作。目前，我国社区音乐教育

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教学环境。从教学环境来分析，

社区音乐教育主要在社区内、社区周边

进行，依托于社区提供的各项条件。因

此，社区的“硬件设施”“人员结构”“发

展规划”等，都可以直接影响社区音乐

教育的 终质量。 

（2）教学体系。学校设置的音乐教

学体系，理论比较多，整个体系已经很

完善。相比学校的音乐教学体系，社区

音乐教学体系实用性更强，以“音乐练

习”“音乐表演”为主，主张培养居民健

康的兴趣爱好。 

（3）教学主体。在教学主体上，每

一个社区的情况都不同。有些社区的师

资力量比较强大，而有些社区缺乏专业

的音乐教师，主要由一些兼职教师授课。

目前，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是影响社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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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4）受教育主体。从受教育主体来

分析，只要是生活在社区内的居民，都

可以接受社区音乐教育，这是一种比较

开放、共享的教育形式。不过，正是基

于受教育主体的多样化、大众化，社区

音乐教育很难实现“内容统一”“教学统

一”“考核统一”，很难同时满足广大居

民的学习需求。如果想要进一步优化、

提升社区音乐教育，社区工作者要充分

考虑受教育主体的特点，联合受教育主

体的力量，共同打造优质社区音乐教育。 

近年来，在我国教育领域，大力提

倡“终身教育”思想。这对发展社区音

乐教育来说，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进入

新时期，如何借助“终身教育”思想，

创新社区音乐教育形式，提升社区音乐

教育质量，成为社区工作者研究、规划

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2 发展社区音乐教育的意义 

2.1发展社区居民兴趣爱好 

社区居民可以将音乐学习作为一种

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比如，

通过社区音乐教育渠道，居民可以接触

系统化的音乐知识，对音乐作品、音乐

现象、音乐产业等进行深入分析。在这

个过程中，居民不仅可以收获专业的音

乐知识，还可以打开自己封闭的生活圈，

发掘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兴趣爱好，并将

这种兴趣爱好发展下去。除此之外，基

于社区音乐教育，居民还可以学习音乐

表演类知识、技巧，发展个人在音乐表

演方面的兴趣爱好，如“音乐剧”“二胡”

“美声”“流行歌曲”等。这些健康的兴

趣爱好，既可以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

也可以给周边邻居带来无限欢乐。 

2.2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社区音乐教育，可以调节

日常生活内容，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生

活质量。比如，在开展社区音乐教育的

过程中，社区会定期组织一些音乐类活

动，如“社区唱红歌比赛”“社区歌手大

赛”“社区原创音乐节”等。在参与这些

活动的过程中，居民之间会交流、互助，

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进一步提高居民

生活幸福指数。除此之外，为了积极推

行社区音乐教育工作，社区还会邀请一

些歌手、演出团队，定期为居民献上精

彩的音乐表演。观看音乐表演的过程中，

居民之间会建立共同话题，结交到志同

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音乐表演可

以传播艺术内涵，提高居民的审美能力

和生活情趣。总体来说，无论是“参与

音乐活动”，还是“观看音乐表演”，都

可以丰富居民生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

活质量。 

2.3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在积极开展社区音乐教育的过程

中，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良好的社区氛

围。比如，在社区音乐教育的影响下，

居民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本

习惯于“睡懒觉”“刷手机”的居民，可

以逐渐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多听音乐课、

多学音乐知识、多进行音乐表演、多参

与音乐活动。随着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

慢慢调整，整个社区的生活氛围也会更

加和谐、文明。除了改变生活方式，社

区音乐教育可以起到传播音乐知识、营

造艺术氛围的作用。在艺术氛围的熏陶

下，社区居民的言行举止及个人思想境

界，都会发生一系列改变。潜移默化之

中，社区居民的艺术修养会进步、提升。

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居民”是主体、核

心。广大居民对艺术熏陶的追求，可以

影响社区氛围，影响整个社区的建设，

推动社区不断向前发展。 

3 社区音乐教学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3.1配套设施不齐全 

在社区音乐教学中，配套设施不齐

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比如缺乏专业

设施。开展社区音乐教育工作，离不开

专业的基础设施，如：“音乐教室”“音

乐器材”“音乐表演舞台”等。目前，部

分社区在组织音乐教育时，条件有限，

居民接触不到专业的音乐器材，仅有的

几间音乐教室，也达不到教学标准，空

间非常狭小。这些问题会严重阻碍社区

音乐教育的长远发展。再比如，在实施

社区音乐教育时，有些社区缺乏与时俱

进的信息化设施。以“音乐理论课”为

例，讲解音乐理论知识时，部分社区没

有信息化教室、多媒体工具，居民只能

看课本、听教师分析。这不仅会影响居

民的学习效率，还会降低居民的学习积

极性。 

3.2教学专业性不足 

当前，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认为，社

区音乐教育不需要太专业。这种认知，

已经跟不上新时代社区音乐教育的发

展。社区音乐教学的专业性不足，主要

体现在“不重视音乐理论”“不重视音乐

考核”。从音乐理论来看，在社区音乐教

育体系中，部分社区只注重音乐表演，

很少从理论层面渗透专业的音乐知识。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大多数居民都没有

音乐基础，他们既需要学习音乐表演，

也需要学习大量音乐理论知识。如果社

区不积极协调“音乐理论”与“音乐表

演”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影响社区音乐

教育的整体质量。从音乐考核来看，目

前，关于社区音乐教育的结果，部分社

区不注重考核。也就是说，居民学习音

乐知识之后，没有专门的考核环节。这

体现了社区音乐教育的不专业、不规范。

长此以往，可能会局限社区音乐教育的

发展。 

3.3教学团队比较薄弱 

教学团队过于薄弱，也是阻碍社区

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

专业教师不足。目前，从事社区音乐教

育的教师，并非全部是专业的音乐教师，

有些音乐教师只是社区的管理人员或志

愿者。这些非专业的音乐教师知识储备

有限，教学经验也不够丰富，对于音乐

知识的分析很难达到一定深度。开展音

乐教育的过程中，有些居民可能会不认

可这些教师。除此之外，教师稳定性也

不足。为了提高教学团队的综合实力，

部分社区会聘请专业的音乐教师，但这

些教师稳定性不足，工作没多久，就会

选择跳槽。这主要源于：第一，对薪资

待遇不满意，由于薪资待遇过低，专业

的音乐教师很难有积极性，容易被外界

诱惑，找不到持之以恒的动力；第二，

社区不重视，有些社区管理人员并不重

视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教师没有存在

感，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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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换工作。 

4 终身教育视角下的社区音乐

教学优化路径 

4.1完善配套设施 

如何进一步完善社区音乐教育的相

关配套设施？具体来说，在终身教育视

角下，社区要重视配套设施，对音乐教

育工作进行长远规划。从专业设施出发，

社区可以增加一些专业的音乐教室，并

根据不同类别的音乐教室，如“美声教

室”“器乐教室”“音乐表演教室”等，

配备不同的音乐器材，为社区居民提供

更优质的音乐学习条件。与此同时，配

备信息化设施。从终身教育角度出发，

社区要与时俱进，积极引进一批信息化

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自主学习音

乐。比如，引进多媒体工具，打造信息

化音乐教室，开展“多媒体音乐课程”。

相比传统音乐课程，多媒体音乐课程更

生动，传达的信息更丰富，可以很好地

吸引居民。即使是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

社区居民，也可以借助多媒体工具，增

进自己对音乐知识的理解，降低音乐学

习门槛。 

4.2加强教学专业性 

为了加强社区音乐教学的专业性，

既要重视“音乐理论”，又要加强“音乐

考核”。在“音乐理论”上，社区可以结

合终身教育思想，突出理论知识的重要

性，体现音乐教学的专业性。比如，根

据社区实情，设计相匹配的“社区音乐

教材”，以教材为核心，传播专业的音乐

理论知识，提高社区音乐教育整体质量。

在“音乐考核”上，社区可以围绕终身

教育的思想，加强音乐教育质量，走专

业化发展路线。比如，结合社区居民学

习进度，设置系统化的“社区音乐考核”，

定期检验社区居民的学习情况，让那些

认真学习音乐课程的社区居民，有一个

自我展示的机会，可以得到公众认可。 

4.3提升教学团队综合实力 

社区要重视音乐教师、关心音乐教

师，提升教学团队的综合实力。比如，

补充专业教师。立足终身教育的要求，

社区要严格把握音乐教师的录用环节，

提升教学团队的综合实力。比如，社区

可以与高校合作，邀请高校音乐教师走

进社区，定期为居民授课。或者，邀请

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来到社区，策划一

些有创意的音乐活动，感染社区居民。

这些措施都可以改善专业教师不足的情

况，提升社区音乐教学的质量。再比如，

为了更好地实践终身教育思想，社区要

注重教学团队的稳定性，让每一位音乐

教师都能扎根社区，全心全意为社区居

民服务。具体来说：一方面，结合实际

情况，提高音乐教师的薪资待遇，让音

乐教师更加有积极性，树立长远的职业

规划；另一方面，提高社区的重视程度，

在社区管理层面，要重视对音乐教师的

培养工作，比如定期组织“职业培训”

“对外交流”，打开社区音乐教师的个人

视野，让音乐教师了解社区音乐教育的

发展空间。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终身教育”视角下，

我国社区音乐教学还需要不断完善、继

续进步，建立更规范的教学体系。未来，

为了更好地发展社区音乐教育，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1）完善配套设施；（2）

加强教学专业性；（3）提升教学团队的

综合实力。除此之外，社区管理人员还

要加强与居民之间的沟通，了解不同居

民对音乐学习的差异化需求，站在居民

的角度，设计“音乐课程”“音乐活动”

“音乐比赛”，让越来越多的居民乐于参

与社区音乐学习活动，在音乐学习中不

断发掘快乐与意义，充实自己的业余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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