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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不少理工科高校已经开始设立了音乐类通识课程，虽然种类较多，但缺乏系统性，并未形成科学的

音乐课程体系。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在课堂上讲述音乐发展脉络、音乐理论知识，并结合视频、音

频进行赏析为主的。然而，在社会发展不断加速的当下，这种教学方式已不能满足时代所需的全面发展

复合型人才。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音乐美育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高尚的情怀，

激发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完善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艺术展演“四位一体”的普及艺术

教育推进机制，为新时代美育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方向。理工科高校是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有着

自身的特殊性。本文就理工科大学音乐美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将从建立健全理工科高校音乐学科体

系、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建立多元音乐课堂评价体系、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对

相关的实践结果进行总结，进而实现对理工科高校音乐教学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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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ve begun to set up a l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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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urriculum for music.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kinds, they are not systematical, and no scien-
tific music curriculum system has been formed.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that 
teachers tell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music theory knowledge, and with video and audio 
appreciation combined. However, in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talents.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good character, and noble feelings, stimulating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Colleg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inly li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ity. In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will be discussed from four aspect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music discipline system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respecting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stablishing mul-
tiple music classroom evaluation systems, adopting blended teaching mode, and summarizing re-
levant practical results, so as to realize the exploration of music teaching mode in science and en-
gineering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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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育是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塑造完美人格的一种

审美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提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要论断，将“美育”置于重要的地位。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源泉，

更是促进人类个性完美的重要实践活动。音乐美育作为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良好的品格、高尚的情怀，激发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这里指出了音乐教育的初衷是培养

人，培养一个具有良好的审美素养和良好品格的人。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学生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重要职责，美育教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理工科高校面临的现状 

2.1. 课程体系并不完善 

如今不少理工科高校已经开始设立了音乐类通识课程，虽然种类较多，但是缺乏系统性，并未形成

科学的音乐课程体系。同时，学科比较单一，没有在跟其他课程的交集与融合，这样导致学生不能融会

贯通，缺乏创新力。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来自不同院系，音乐的基础和对音乐的理解也有着很

大的差异，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按照统一的模式教学，并未进行分批次和阶段性培养。 

2.2.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不能满足新时代人才的需求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述音乐发展脉络、音乐理论知识、结合视频、音频进行赏析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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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的当下，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所需要的全面发展复合型人才。

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据理工科学生的不同特点以及参差不齐的音乐背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资源，

建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个人潜能，成为当下课堂教学方式改革的

重要方向。 

2.3. 理工科大学存在的问题 

理工大学对学生的专业要求高，重心主要在专业学习和技能的培养，专业课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导

致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往往对艺术相关领域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创意不够、缺乏美感。理

工科大学生逻辑思维较强，但是形象思维较弱，缺少一定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基础，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工科学生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比较刻板，

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缺乏主动性和热情，需要进行引导，他们的兴趣被点燃后，会有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和持之以恒的动力[1]。 

3. 音乐美育的教学模式 

在已有传统的音乐美育教学模式中，常常采用赏析、唱歌、演奏等形式，通过欣赏经典作品，并结

合实践让学生感受美的同时，提升审美素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质，并未关注到不同学校学生的差异性

[2]。本文主要关注理工科高校音乐美育的教学模式，并进行了探索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 建立健

全理工科高校音乐学科体系、2)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3)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4) 建立多

元音乐课堂评价体系。 

3.1. 建立健全理工科高校音乐学科体系 

经典的音乐文化承载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思想情感的升华，饱含着人类智慧的结晶。选择优

秀的、价值量高的且适合理工科大学生的一系列音乐课程，建立健全理工科大学音乐课程体系是开展

教学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音乐有最强烈的力量深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合

适，它们就会用美来浸润心灵，使它因此美化。”在教学过程中，利用音乐本身所传递的情感，激活

学生的情感、感染学生们的心灵。如，感受蒙古传统音乐中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感受蒙古人民对大

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沃尔塔瓦河》是斯美塔那的代表作、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交响，这部具有民族性格

的、壮丽宏伟而充满诗意，同时融入了捷克人民的民族情感和意志，欣赏过程中，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情感。中西方古典音乐是经过人类历史长河洗礼，遗留下来的精品，有着很深的人文价值和

社会价值，是理工科高校可选的音乐课程之一；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是学习开启音乐大门的敲门砖，只

有掌握了基本音乐基本理论，才能够更深一步了解音乐；此外，选择适合大学生的实践课程，让学生

参与到实践过程中来，才能够切身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发挥音乐的美育功能，如：合唱实践、音乐剧

艺术实践、钢琴艺术实践、室内乐重奏训练等。科学的课程体系需要制定合理的学习的目标，才能够

带领学生其中深化理论知识，感悟实践意义，引导学生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促

进人文素养全面发展。 
理工科高校是以理工学科为主的高校，如何实现跨学科综合体系研究与教学，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重要模式。从古希腊的数学家毕德哥拉斯的音乐理论到我国古代的“三分损益

法”等，都可以证明音乐不但是人类文明的追求，更是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同样，古今中外热爱音乐，

具有精神音乐造诣的科学家屡见不鲜，并且深刻的影响着他们的科研创举。如：爱因斯坦从小受到良好

的音乐教育，他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是音乐赋予我无边的想象力。”德国的物理学家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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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受到了音乐理论中泛音振动的频率是由基音振动的整倍数的启发，从而做出了原子跃迁的频率与次

频的实验。我国优秀的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钱学森等都有着很高的音乐修养。当今世界的需求是多样

化的，优秀的成果需要多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当代人们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实用这种需求之上，而

是有着更高的审美需求，这就对人才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音乐主要是以几个简单

的音符，但是在不同的乐器上可以共同完成庞大的作品，塑造丰富的音乐效果，我们可以结合 AR、3D
打印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将音乐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实现全新的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沉浸式体验，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为此，打破传统过的学科体系，完成不同课程之间的融合，建立科学的多样

化的学科体系，培养全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3.2.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理工科高校多数是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背景学生在音乐素养方面有

着较大的差异性，为此要制定不同的方案，关注到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确保学生获得相应

的发展。首先在教学设计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评估，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层次的目标，

既要关注学生的共同性，又要研究学生特殊性，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使每个学生都能融入到音乐课堂

中，掌握音乐知识、促进身心发展。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分层次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任务目标时，分不同的层次：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任务、面向 90%学生的进阶任

务、10%挑战目标，这样就能够保证大部分同学完成目标，基础好的同学又有进步的空间。再次，尊重

学生的差异性，采用不同的课堂交流、互动和表达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进行思考和自我展示。同

时，鼓励基础较薄弱的同学，引导他们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不断增强音乐素养和自信心。在普

及音乐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感受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音乐特色，能够深入的了解音乐，并进行不同音乐

形态的音乐人文历史、人文价值探索，从音乐本身和人文内涵两个方面入手，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和审美能力，培养良好的品格。 

3.3.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材和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侧重于传授固有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文化，

而学生的主动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学习积极性和效率普遍不高。新时代追求个性化教育，显然传统

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才的需要，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传统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打破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教师需要合理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

和设备，选用开放式教学方式，如：校园网络平台、信息平台资源、学习通等，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来，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天地[3]。音乐本身具有开放的特性，课堂中学习的内容是有限的，更

主要的学习一种理解音乐的方式方法和审美品味，而网络平台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这就需要同学有选择

的去筛选、聆听、感悟、思考，这样不断获得更多的优质音乐资源，学生的审美能力才能不断提升，同

时才能激发出更多的创造火花。同时，利用网络平台，更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老师和同学都可以把自

己搜集到的相关视频、音频分享出来，同时及时交流反馈，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此过程中，教

师的引导和组织至关重要，要根据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生群体，设定线上线下的比例，同时要注意引

导学生选择资源，并进行过程性监督与评价，确保基本教学目标的完成，同时利用开放的空间去尝试实

现更高的目标。 

3.4. 建立多元音乐课堂评价体系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课程

评价体系是激励学生积极性的重要环节，为此要制定科学合理且符合音乐特点的课程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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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考试形式多数是以试卷答题或者撰写汇报总结为主，导致学生为获得学分片面的应付考试，

这就违背了我们在高校设置音乐课程的初心，失去音乐课程设置的本质意义。音乐具有抽象性、多维性、

时空性，所以单一的评价方式并不能正确的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评价形

式上，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实践、交流、提问

等多种方式，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及时记录，并在不同的阶段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学期结束后通过

汇报、表演、聆听答题、创编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核，对学生的过程表现和期末表现进行综合评定，从而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激发学生课堂的主动性。同时，改变教师一人评价的传统模式，全班同学分为

若干小组，并投票选举出小组代表，组成队长评价小组，采取自我评价、组长评价、教师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在评价内容上，主要为理论能力评价和实践能

力评价两个方面，音乐课理论主要包括对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主要是基本的音乐常识，其中包括五

线谱、节奏型、音程、和弦、调式调性、音阶等，音乐文化主要包括中西方音乐历史发展脉络、不同时

期的风格特点、代表人物、优秀作品、作品赏析等，同时要对不同历史文化以及跨地区的文化联系进行

查阅及思考、交流。针对此理论类的内容可采用考卷、小组汇报、小论文撰写进行评价。音乐实践主要

包括听辨别、演唱、演奏、创编等，主要是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进行辨别，并能够简单描述其风

格特质，同时能够大胆自信的演唱或初步演奏一些经典曲目，并在掌握一定理论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自

己大胆的创编实践。这种实践类的评价方式，需要教师、组长、学生自己一通参与测评，可分为视唱、

独唱(独奏)、小组合唱(合奏)、个人创作，根据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课程目标，按照一定的比值进行综合

评定。在评定的过程中，注意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表现力，鼓励学生大胆表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4. 音乐美育实践结果 

通过开设优秀且适合理工大学生的特点的课程，如《基本乐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西方古典

音乐》《世界民族音乐》《经典音乐剧赏析》以及开设实践课《管弦乐演奏与训练》《钢琴艺术实践》

《合唱艺术实践》《民乐合奏训练》等课程，学生不仅对基本乐理知识有了系统的认识，同时对中国传

统民间音乐以及世界经典音乐的分类及特色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结合实践课程，全面提高学生音乐素

养和艺术审美[4]。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选用借助人工智能对音乐流派进行分类和识别，完成不同

课程之间的融合，实现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全面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通过对不同专业背景、不

同音乐基础的同学设置不同的任务，进行分小组、分阶段指导，不仅保证了大部分同学完成基本目标，

同时进一步提升了音乐基础较好的同学的音乐素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课，通过校园网络平台、

信息平台资源、学习通等，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时间、地点的局限性，实现及时交流互动、资源共享，

提高了教学质量，拓展了视听领域；建立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考核内容采用汇报、听辨、演奏、创编

等多种方式，考核方式采用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的进行综合评价评定，激发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在理工大学生中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统计了开设理工大学特色音乐课程的班级中学生的情

况，分别调查了如下指标：1) 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兴趣程度(不感兴趣、一般、较为感兴趣、很感兴趣)；
2) 学生课后花费在与音乐相关内容上的时间(在保证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3) 学业压力是否得到缓解(无
缓解、稍微缓解、明显缓解)；4) 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较被动学习比例是否提升。通过开设音乐课程前后

的一个学期的对比，结果显示在四个班的共计 70 余名同学中，60%以上比例的同学对音乐的兴趣程度提

升了一个等级，并发现很多不感兴趣的同学变为了一般和较为感兴趣，而从小具有音乐素养的一些同学

在深入了解音乐系统知识后也变为很感兴趣。同时，学生课后花费在音乐相关内容上的时间平均得到了

提升，这增强了学生学习音乐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有助于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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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真善美。由于当代大学生课程繁多，学业压力较重，在问卷中我们也发现有相当部分同学感觉自

己的学业压力得到了稍微缓解，这说明了音乐美育在使理工科高校学生精神放松的方面具有有益的效果。

最后，有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在学习音乐艺术后，自己对专业课程的主动思考增加了，而不是被动地接

受式学习，这可能与音乐擅于激发人的灵感，使其对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起了促进的作用有关，具有重

要的意义。 

5. 小结 

本文就理工科大学音乐美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健全理工科高校音乐学科体系、尊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建立多元音乐课堂评价体系、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对相关的实践结

果进行了总结。除此之外，音乐美育还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校园文化、艺术展演进行美育渗透。音乐美

育不仅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能够从更深层次让学生感受到真、善、美，进而健全人格，提升素养，同时

好的音乐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品味，激发想象力、创造力。而新时代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只懂技术，

更需要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高校肩负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重要职责，音乐美育是培养学生

德才兼备的有效途径，理工科高校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建立专门的音乐课程体系以及课程内容，

同时兼顾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和艺术展演，实现“四位一体”，才能更好地贯彻美育的发展和实施，才

能为祖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实现祖国繁荣、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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