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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高校音乐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帮助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转

变为实践应用能力，这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有着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对中国高校音

乐专业实践教学进行探索研究，以期实现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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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F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music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transform professional theory in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wareness of college music majors.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music major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literacy of college music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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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开展期间，实

践教学是极为重要的课程教学内容。音

乐专业教学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对学生

进行理论知识教学，同时也要对学生进

行技能技巧培养，确保培养出的高校音

乐专业学生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 

1 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

综述 

1.1实践教学概述 

实践教学是巩固学生以学的理论知

识，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认知水平的重

要途径，同时也是培养具备创新意识人

才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可帮助学生实

现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的有效联系，提

升学生的个人动手能力，帮助学生养成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1.2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的

发展 

现阶段我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

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课堂实践教学，主要为学生

课堂上重唱重奏、合唱以及即兴伴奏等。 

第二，模拟舞台实践教学，主要

为学校音乐会、艺术实践周以及个人

独奏等。 

第三，社会实践教学，主要为社会

上的专业比赛、志愿式服务演出以及校

外实践基地等。 

1.3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的

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教育规模不断扩

大，给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带来一定

影响，部分高校虽然纳入实践教学计划，

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相应较低，实

践教学执行过程以及执行时间相对随

意。教师作为实践教学活动的主导者，

其实践教学能力对于高校音乐专业教学

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如今高校音乐

专业教师的音乐水平相对较高，但缺乏

音乐实践教学认识，对于音乐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认识并不全面。 

1.4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存

在的问题 

多数高校音乐专业的实践教学流于

表面形式，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缺乏准

确的实践目标以及严密的实施计划，音

乐实践教学工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高

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大多数毕业于师范

类的音乐专业，因此音乐教师的教学工

作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先入为主认为课

堂教学的重要性要优于实践教学，因此

不愿意将过多的时间精力花费至音乐

实践教学工作上，导致一大部分音乐专

业学生直至大学毕业，也未能接受到实

践教学。 

2 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

的特点及优势 

2.1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的

特点 

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开

展，是以音乐技能、音乐技巧为重点的

课程体系，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开展

过程中，注重对专业学生知识与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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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重视专业学生音乐技能水平的提

升，因此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具备整

合学生音乐知识技能、拓展学生艺术视

野的特征。 

2.2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的

优势 

在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环境

下，实践师资队伍建设成为推动各大院

校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音乐

专业师资队伍不仅需要具备高质量的教

学水平以及专业技能，同时还能具备实

践教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音乐专

业学生的综合素养，确保高校音乐专业

教学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此外，高校

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打破

教学模式中的制约，专业实践教学工作

的开展更加注重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培

养，实践教学工作对于复合型音乐人才

的培养极具应用价值。 

3 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

的实践探索 

3.1精心设计实践过程的指导 

高校音乐专业的实践性极强，因此课

程教学工作开展期间实践教学内容需是

多元化组成。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工作

的开展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高校音乐

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也决定了培养出的学

生是否是编创型人才。因此在实践教学内

容安排设计上，不仅需要重视对于高校音

乐专业学生基础实践教学以及专业实践

教学，同时也要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充分

发挥音乐专业学生的个性特长。 

3.2构建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第一，实现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方

式的多样性。期末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

在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中加入日常实

践成绩评价，可对音乐专业学生的学习过

程进行有效监控，避免部分学生在日常学

习中存在学习态度不认真的问题。 

第二，实现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

层次全面性。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中不仅包含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同

时也要伴有社会评价以及院系评价，借

助全面性的考核实现评价结果的真实客

观性。 

第三，实现艺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

内容的多样性。基础理论知识考试项目

需要融入艺术实践活动之中，分析学生

音乐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 

3.3建设实践教学第二课堂机制 

实践型第二课堂的建立，是需要组

织学生参与多种类型的社团活动以及文

体活动，让学生不仅能够获得第二课堂

学分，同时还能提升高校学生的社交能

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第一，组织高校专业学生参与各种

类型的学科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参与资

格认证考试活动。如舞蹈等级考试、钢

琴等级考试等。 

第二，组织高校专业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活动以及公益活动。如文艺演出、

文化交流等。 

3.4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 

音乐的个性化特征极强，不同的人

员对同一首歌曲进行演绎，也会展示出

不同的情感、不同的风格，因此高校音

乐专业教师需要对实践教学方式进行创

新。现如今，社会对于高校音乐专业学

生的创造力极为重视，传统实践教学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高校转型发展需求。为

此高校音乐专业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期

间，需要明确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目标，

在固化实践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采取小

组课与教学汇报音乐会相结合的形式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可鼓励学

生参与和音乐相关的比赛，实现对高校

音乐专业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检测，锻

炼音乐专业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效提升

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4 结论 

总而言之，音乐实践教学工作的开

展主要是为了提升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

学习质量，因此需要将实践教学工作与

音乐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借助实践教

学策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为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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