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从现今高师音乐教育发展的现状看出，学生、教
师、教学设施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如果缺失一方面，

就会造成正常的教学无法开展。但影响高师音乐教育质量提

升的因素不仅仅止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教师可从教育培养

模式和社会需要人才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探讨高师音乐教

育的质量如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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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音乐教育的培养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比较倾

向于专业的音乐学院，注重技能的培养，虽然高等师范院校在

音乐教育方面有自己的目标和目的， 但在专业特色和针对性

上显得不够明确，这个原因与学生来源有关。由于招收的方式

呈现出不明确化，以至于在高师音乐教育目的上也有所偏差。
为了解决高师音乐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的人才不一

致的现象，各大院校本着尊重学生个人愿望，根据学生个人发

展情况，以及针对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制定出了一套完整、
全新，较为适合现阶段发展状况的培养计划，可以满足社会对

人才的需要，不管是培养方式、教学目的还是对于培养者个人

来讲都是较为全面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弊端，还

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一、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 即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脱离了社

会实际要求和工作实际要求。 高师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培养目

标是为中小学培养师资人才， 在中小学的音乐课上一般分为

歌唱、欣赏以及知识扩展等方面的内容，少不了任课教师需要

具备为学生弹伴奏的任务， 所以在高师音乐教育音乐学专业

的课程设置中，设置了符合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资的课程。
如《钢琴》《即兴伴奏》以及《和声学》《复调》等课程，这些

课程基本上都有专业的教师担任， 学生可以在每一课中学到

真谛。 但其中也表现出其弊端。 自开设课程以后，特别是前三

门的课程从来都没有较好的结合在一起。 受过音乐教育都明

白， 对于一首歌曲进行即兴伴奏的话是需要前三门课程知识

的总和。 实际上， 教师在授课时只注重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

习，却忽视了与其他课程的互相结合，导致学生在毕业之际都

无法填好即兴伴奏中的和声，无法编写好合唱的伴奏，甚至在

知识的运用上还出现了矛盾。
二、专业课程与公共课程之间的矛盾

在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方面， 应做好公共文化课和

专业课、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了让高师音

乐教育进行全面发展，除了学习有关音乐的课程以外，还设置

有文化课，如英语、政治、思想修养等，这样的设置使学生全面

发展， 即使不从事音乐专业的教学或工作， 也适应于其他工

作。学校课程的整体设置都是从学生就业方面出发，显示出广

而泛的特点。 正是在这个模式之下，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基本

没有时间填入练琴或做作业的自由时间。所以说，公共文化课

应给专业课让步，或者把有些文化课分为选修课程，让学生按

照自己的学习愿望自主选课。
同时，在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上也需要注意合理分配。在

目前所设置的课程中， 学科课程课时没有和艺术实践或者综

合实践课程相结合。就如《中国民族音乐》课程，本是一门学科

课程，是让学生了解并继承我国优秀而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了解中国丰富繁荣的音乐文化知识。课程上有许多民歌、歌舞

选段、戏曲选段以及器乐曲，由于此课程设置时间较短，没有

时间让学生进行艺术实践的展示， 上课时紧紧张张全在讲解

理论。 而笔者认为，这门课程应与实践相联系，让民歌与声乐

课相连，让歌舞与舞蹈课相结合，让戏曲与爱好相联系，让器

乐与器乐表演相协调，学生不但对民族音乐感兴趣，也能为技

能课程做好基础。现在社会向多元化方面发展，所以高师音乐

教育更需要体现综合性的特点， 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

的人才。
三、策略

在调整高师音乐教育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之前， 首先

要明确高师音乐教育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多方

面原因，使得在学生毕业之后专业上面有所混淆，界限不明。
建议在大三这个年级时，自主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将学生个

人愿望和价值作为培养的参照值， 做到前两年为通才教育而

后两年为专才教育，使两者完美结合。从发展的大方向来看没

有任何问题， 但是从培养模式中的课程设置方面还需要有所

改进。
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需要在理论课程学习阶段设置实践

课，以便适合社会的实际需要。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基本

符合了各个专业的发展，却忽视了每门学科之间的融合性，如

歌曲伴奏和自弹自唱，这两门课程实践较多，但大部分都以教

学练习为主要目的。教师应该让该课程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

中锻炼，促使学生进步。
人类所进行的音乐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音乐美和接受

音乐美的活动， 在音乐的各个学科中， 美体现出来不同的侧

面，如作品分析课程是一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是分析音乐作

品结构的，而音乐的美一方面就存在与音乐作品结构之中。

分析高师音乐教育培养模式和社会需要人才的矛盾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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