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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nding the art education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has rised with reform of education idea in 
recent years. It perfects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es all-round talen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ivating people’s literacy level. The art of vocal music—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ubject in art education, 
because of the subject of practice, popularity,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s generally thought good,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However,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interfered with its explicit, timel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ten accompanied by the skill of the color. How to make this subject well for bearing art education mission 
and how the art of vocal music setting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re proposed the new tasks.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five aspects of the vocal music art artistic quality, subject attribute, integrated curriculum structure, 
cultivating of high standard music talent, the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discussing vocal music per-
forming arts education subject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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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性大学创办艺术教育，是近些年随着教育理念变革而兴起的。其宗旨是从培养人的素养

的高度着眼，完善学科建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艺术教育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学科——声乐艺术，

因为学科的实践性、普及性、艺术性的特点而普遍被看好并得到建设和发展。但是，因为其自身外显

性、时效性的特点又常常伴随着功力的色彩而干扰她的健康发展。如何在综合大学办好该学科使其承

载艺术教育的使命，为声乐艺术如何置身于综合性大学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就声乐艺术的艺术品质、

学科属性、综合的课程结构、高水培养高规格音乐人才、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五方面讨论综合性大学声

乐表演艺术教育课题。 
 

关键词：声乐艺术；教育理念；艺术品质；学科属性 

1. 引言 

随着近代音乐学科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革，声 

乐表演艺术不再仅仅是师徒承传的技艺形式，而是孕

育于专业音乐院校，培养演唱演奏艺术人才的系统专

业教育。对于置身于综合性大学声乐表演艺术学科而 *本文属广东省科技项目“艺术嗓音信息化教学系统研究开发”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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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实际上是从一方面强调了科学办学对艺术的影

响，反过来，艺术教育应该对综合大学有所贡献，这

决定了它的独特使命和其独特的价值及其意义。有一

种观点，综合大学的声乐表演艺术学科，其专业比不

上音乐学院、文化比不上师范学院，专业不行文化也

不行，高不成低不就，不伦不类。本文提出综合性大

学声乐表演艺术学科的艺术品质、学科属性及课程结

构等问题。旨在探索综合院校声乐艺术教育的性质任

务，区别于专业院校、师范院校而谋求发展和作为。 

2. 根本的艺术品质——不容置疑的专业性 

什么是声乐艺术？声乐艺术是伴随人类文明起

步和发展的最早的艺术形式。它和人类生活，人类的

感情，人类语言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是声乐艺术专业

学科呢？拌随时代的发展，声乐艺术逐步健全为独立

体系的表演艺术学科之一。欧洲声乐艺术作为世界最

早的艺术门类起源于意大利，追踪其足迹已有近千年

的历史。从发声技术到音乐体裁到表演形式再到语言

艺术等等，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也已经有四

百多年历史。在中国声乐艺术也有中国声乐艺术的专

业体系，其专业教育也已有近百年历史[1]。例如目前

被人们所普遍共识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

(有其发展的客观阶段历程)等。而论及声乐艺术专业

教育，目前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不会脱离学科自

身规律和自身体系施教。在我国，不管声乐艺术置身

于何等专业院校，只要作为一个专业学科，必然遵循

它的学科特点和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施教方法，形

成自身专业教学体系，方可被视为专业教育。 

那么，综合大学所建立得声乐艺术专业教育应该首

先遵循声乐艺术的自身特点，完成专业教学的基本任

务，使学生受到真正的专业教育。从发声方法，一招一

式，到艺术作品基本音乐规律[2]、再到声乐学业——声

乐文献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应有的基本量及其艺术规范。

四年下来，构成声乐专业学生的基本学业，才能做称职

的专业声乐学生。这是言及专业声乐艺术教育、声乐艺

术学科必须的根本的艺术品质——是不容置疑的[3]。所

有的区别只是教育的层次比如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

或者说教育深度和教育水准不同而已。 

3. 客观的学科属性——与众不同的综合性 

虽然如此，声乐艺术教育也不是没有外在条件的

制约，永远是一个模式。从而引起置身于综合性大学

的学科特点的话题。我们认为，声乐艺术与其他门类

的艺术形式一样，纵然学科自身的规律特点——即它

的根本的艺术品质不容改变，但是，它和所置身的环

境必然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影响着它的学科建制

和教育方向取向。比如从属于表演艺术、社会音乐、

师范教育的不同层面，都会直接影响到本学科——声

乐教育本身。专业院校的声乐艺术教育，以舞台表演

艺术的取向，师范院校则以培养教师为宗旨，置身于

其中的声乐艺术的内在学科品质不会改变，所不同是

的学科属性问题。在中国，专业声乐教育、师范声乐

教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借鉴西方，发展本土，中西

结合洋为中用等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中，相对而言，

学科的属性基本是清楚的，体系是健全的，有的是学

科逐步成熟的问题[4]。 

而正如前文所述，随着艺术教育理念的觉醒，近

20 年艺术教育规模提高，队伍壮大，许多综合大学以

表演艺术作为艺术学科的先导，起步艺术教育。尤其

在一些经济发达而教育相对滞后地区的高等综合院

校，声乐艺术首当其冲地作为发展艺术教育的先头部

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比如某省，近年全省联考

声乐招生的名额急剧地增多，甚至提高了近一倍，一

些综合大学独立招生声乐艺术学生，仅一届就有百名

以上名额，引发声乐艺术人才培养目的、水准、规格

等一系列问题。那么，综合性大学的声乐艺术的学科

属性是什么呢？显然，必须根据综合院校的办学要求

保证自身的技艺性的同时，兼顾综合性、多科性，于

是确立了该学科不同于专业院校和师范院校的独有

的综合性学科属性。普通大学多科结构形成的多类学

生的人群结构，也必然直接作用于课程本身，这些都

决定了学科属性。 

4. 综合的课程结构——专业知识的宽厚性 

1) 专业课程的兼容性 

作为声乐艺术的不同形式，合唱、重唱、独唱，

这些课程在专业教学中，常被作为不同的课程，来安

排在学生的学业中，而没有被视为专业的系统和有机

必然联系来考虑。综合大学把它看成一个专业系统，

由专业课教师兼任和统筹，加强了课程之间的联系和

配合。学分为 4、4、8 的结构，课程之间所占比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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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均衡。这些课程比起其它属性的教学来讲，是从厚

重的角度来谈的。以专业为基础，用多声曲目的实践

和积累扩展专业视野，增强合作意识，促进专业理念

更新和思维力。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较之急功式、单

一性的专业技能强化的学习的结果只有好处。换言

之，对于综合大学的学生现状，也就是对于相对低起

点、而相对高的文化起点的声乐专业学生，用综合性

的专业理念，加大它的专业基础知识广度和宽度，在

实践中循序渐进地发展专业技术，专业的水准因其个

人的可能来逐步达到，所谓水到渠成。这种方式类似

层层剥离的金字塔式的专业人才培养方式[5]。 

2) 多学科校园氛围的综合性 

声乐艺术的实践性强，使它可以成为学校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便于宣传和扩大影响。同时在教学实际

中，通过该学科课程构架直接和辐射的作用，使学校

获得其中人文的营养，提升综合大学学生的全面素

养。声乐艺术除了自身专业教学的任务和性质之外，

它还有意无意地承担了作为课堂之外的，不是教学的

教学——普及音乐，传授音乐。反过来，综合大学的

校园环境，给艺术学子以专业的呼应，这种得天独厚

的条件是一般专业院校所不能企及的。也许综合大学

内的艺术学院会有些孤立，但也应看到重点综合类大

学，其起点和环境是令人满意的。这里的一些普通学

生反而会有一些愿意接触音乐的真诚，这都是艺术教

育的支持者。这里的艺术学院应该做到能够为其它院

系进行艺术普及、开办艺术讲座、组织大学生合唱，

自身内部又能够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发展、定期举办音

乐会的能力。宗旨应该是为了在综合大学中普及艺

术，营造活跃的艺术氛围。专业课程设计也可相应地

同时照顾普通大学生和自身专业学生，双方都能实现

知识结构的均衡。 

3) 优化师资资源的交叉性 

笔者对一所高水平大学调研发现，近年由于建立

了艺术学院，对全校性的公选课程，提出了系列的课

程方案，提供了专业学术水平高的艺术师资来授课，

极大地吸引了广大学生上艺术课程的热情，活跃了学

校的艺术氛围，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明显地改善

了学校的校园风貌。另一方面，综合大学人文学科社

会学科例如，外语等文化课程等优秀的教师资源，也

为艺术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良环境，这种优秀师资

资源双向受益，是其他专业院校所不能比拟的。 

5. 培养高规格音乐人才 

综合大学共通互溶的办学理念和学科结构的期

待，良好的硬软件资源，给予了学生宽厚的学术营养

和综合知识结构，又因为声乐艺术学科自身的普及

性、广泛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特点，综合大学为植

根于其中的声乐艺术学科提供了优良的土壤。 

有一种观点，综合大学专业不比音乐学院、文化

不比师范学院，文化不行专业也不行，高不成低不就，

不伦不类。其实不然，综合大学有自身许多优势，比

如，文化氛围比之师范院校有多科优势，而专业方面

不限定为师范；生源的文化起点又高于专业学院，那

么，在一个更为广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高起点上的专

业人才培养，应该是文化、专业，双类型的。立足知

识结构综合性，确保专业基础性，知识领域的拓展性，

层层深入的专业性。对专业教育而言，具备了广种薄

收、博中求精的条件。 

从综合大学学生结构来看，众多的各个不同文、

理、工、农、医、商、贸、金融等等专业的普通学生

和少量的艺术特长学生，形成以大学生普遍的共性，

又兼有不同学科之间的个性差异，这是一个得天独厚

的社会人文环境，包容了方方面面的知识人群，艺术

在这样的空间的植根与发展就是面对整个社会。 

这就引发专业教育的形式能否应该在该校内独

立发展与同综合大学内部其他院系之间相互关系的

问题。 

在综合大学内部，并非不能成立专业性的艺术学

院，可以说这是一个理念问题。实际上，音乐学院的

内部也是高度的系科之间教学独立，民乐学生不太了

解钢琴，声乐学生也不通作曲理论，学科之间相互独

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在专业院校门类

化、门派化了。这样，学生不能够吸收相关学科的养

料，单一性人才使学生难成大器[6]。 

发挥综合院校综合性课程结构的特点，均衡地构

建学生文化知识结构，使学生能够从分享用综合性大

学的全方位的学科营养，具备广博文化积淀的可能，

真正作文化人、艺术人、专业人这样的发展轨迹，成

为培养高水平音乐人才的摇篮。声乐表演艺术学科以

它的与人的亲和力、方便易行等特点，在艺术教育中

居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声乐学科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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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作为新兴的学科，声乐艺

术有诸多理论研究空间，亟待填补。大约在 30 年前，

人民音乐发表文章大声疾呼中国国际性大师音乐人

才短缺问题，时至今天，本人认为综合性大学艺术教

育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契机。 

6. 面对问题和短期内迅速地改变的可能 

其弊端是办学时间短，经验不足，没有形成自身

教学传统；艺术氛围的缺乏；师资相对的缺乏；资料

的短缺，构成综合大学艺术教育的种种局限。如何迅

速地提高综合大学的艺术办学的水平，探索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途径： 

1) 打开艺术视野 

加强与高水平专业院校的沟通与合作，实行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法，扩大教学的艺术交流氛围。加强观

念、信息的交流，打开艺术视野。发挥综合大学的办

学优势和影响力，以理论和教学现场汇报的形式为学

校创办音乐学专业提出依据和证明。广泛地与社会交

往，加强社会实践、实地考察等，增强教学效果。 

2) 理论探索 

举办或承办全国性艺术教育研讨会议，研究艺术

表演与教育之间必然的联系，艺术教育在综合大学的

办学规律及方法。本科教育的课程结构与预期目标的

联系。用理性思维的眼光，遵循教育学的一般规律，

研究音乐教育的主体、媒介、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这一行为和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多样而

复杂的关系。又因艺术的审美特性、技艺特性、其意

象方式和外显性特点，使其不同于一般性的教育学理

论而具有特殊性，要探讨其特殊的教育特点和规律。

在宏观上把握和确立教学的指导思想[7]。 

3) 提高生源质量 

一定要立足综合大学，不能跟在音乐院校或者师

范院校的后面，拾别人的剩品。加强多科视野，从文

化和专业的双重角度来筛选人才[8]。 

纵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德国作曲家瓦格

纳是个全才，集诗人、剧作家、作曲家、指挥、美学

及音乐理论家于一身，舒曼是一位被西方音乐史誉为

钢琴作曲大师之列的具有渊博文学修养的高尚艺术理

想的音乐诗人，歌剧作曲家威尔蒂熟吟歌唱真谛、著

名的美国黑人歌唱家凯瑟琳巴特是学数学出身……[9]， 

世  界一些大师级人物，无不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高

素质人才。如果不能在相当的文化上有充分的积淀，

发展到一定高度停滞不前的例子比比皆是[7]，例如我

国许多天才琴童，在少年时比赛中频频获奖，而不能

成为音乐大师，这早在十几年以前，我国音乐界就普

遍共识，这是中国没有世界级大师级人物的根本原因。 

最近报端不断呼吁：近年艺术类招生人数不断扩

大，社会对艺术类人才需求日益旺盛，中小学素质教

育不断推进等，都是导致“艺考热”的重要原因。但

也毋庸讳言，艺术类专业入学和毕业门槛低，也是导

致千军万马争相齐上“艺考”独木桥的重要原因。国

家及相关高校提高艺术类专业门槛的信息已经表明，

把“艺考”视为高考捷径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目前，

教育部在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

中明确规定，数学成绩计入艺术类考生的总分。不仅

如此，与往年相比，一些院校在录取艺术类考生时，

还对相应专业的文化科目采取了最低分数的规定。 

经验表明，许多文化分数高的艺术类考生，他们

进校后，乃至毕业后发展的势头和潜力，大于那些似

乎专业技能优于他们的学生，读研的比例自不必说，

读双专业或拓展新专业的不在少数。他们在外语上的

功夫，他们学习的耐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等等，

都构成了其发展的后劲。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程度不

深、但素质好的学生，他们的进步幅度远远强于技术

程度深文化分数低的学生。 

置身于综合性大学的声乐表演学科应该放远眼

光，摆脱声乐艺术表演性外显性实效性的诱惑，从长

计议，建设和发展本学科，确立其合理定位，成就艺

术人才培养大计。完成时代所赋予该学科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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