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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音乐表演教学中师徒传授所存在的弊端，在有效传承师徒传授的“实践智慧”基础上，探索音

乐美育教学的新方法、新模式，为提高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研究

表明，音乐审美实践过程是一个映射–反演系统的构建过程，探索音乐美育的“实践智慧”是关键，寻

求“可信性”的教与学状态是根本。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实践创新，从多个侧面证实了教学改革与创新

所带来的益处，以及对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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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eacher-apprentice teaching in music performance teaching, 
this paper explores new methods and modes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inheriting the “practical wisdom” taught by the teachers and apprentices, so as to pro-
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music 
tale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music aesthetics i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 mapping-inversion system, the key i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music 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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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is to seek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ate of “credibility”.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confirmed from many aspect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talent training in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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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实践智慧研究引起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从教育

哲学角度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观点是通过实践过程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可行性[1]；二是从

教育实践学角度探索教育理论的有关问题，主要观点是化教育理论为教育实践[2]；三是从以学生为中心

的建构主义角度，对个性化教育的实践智慧进行研究，主要观点是教育科学是一种面向不确定性对象的

实践科学，要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必须明确“实践什么”“如何实践”这两个问题[3]。音乐美育作为实

践性的教育活动，它是在文化精神层面实现其社会功能。但是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在音乐美学

理论方面研究较多，但对于如何进行审美实践问题还没有成功的研究模式。也就是说，在音乐美育研究

方面，对“是什么”的理性问题关注较多，对“如何做”问题关注较少，这也正是音乐美育研究领域亟

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音乐审美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可信性为突破口，遵循教育性、科学性、创新性、实践性四个

基本原则，力图解决以下三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音乐审美教学实践问题： 
1) 探索音乐审美教育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是构建一种具有映射–反演可信关系的教学系统，也是提出

了一种新的音乐审美教育理念。 
2) 实现一种在实践智慧视域下的音乐审美可信认知模式，也是一种新的音乐教学方法论。也就是说，

音乐作为实践性学科，不是仅仅停留在说“实践”上，而是要落实如何进行“实践”。 
3) 克服传统师徒传授式的单纯音乐技能学习弊端，提高学生综合音乐审美素养，培养学生音乐审美

教育能力，也是从现实角度回答了音乐审美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意义。 

2. 音乐审美教育的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是目前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新时代实践研究的一

个主题。音乐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学科，其特点具有较强的审美实践属性，这种属性不能以普通意义上的

实践形式概念的理解来诠释，它具有一种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中间过渡的实践意义，即实践智慧[4]。音

乐审美的实践智慧是从“个体化”的实践根源出发，去解决普适性音乐审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音

乐审美教育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活动，并在审美实践过程中形成关于“审美”的知识。可以说，审美实践

智慧是对于审美活动的直接意识，来自审美者的直接经验和感官。音乐审美的理论智慧则是对审美实践

智慧的进一步抽象而达成的间接的意识，来自理性思维。音乐审美的实践智慧是对审美实践活动的理性

把握，是音乐美育认知的较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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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将审美实践教学视为一种教学活动、视为一种教学环节、或视为一

种教学手段。这些理解和认识对改革音乐教学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音乐

教学存在的问题[5]。实际上，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审美实践教学模式应该是具有实践智慧特点，在实

践智慧下形成符合音乐特点的教学理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这种方法论是一种满足“实践智慧”

的教学系统理论与操作模式。研究表明，音乐审美实践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实践模式、实践方法以及实践

运行系统[6]。音乐教学实践是由教师实践与学生实践两方面构成的。具体来说，教师教学实践是在教学

映射–反演系统下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进行的实践。学生学习实践是在教学映射–反演

系统下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认知过程以及能力提高等进行的实践。这种音乐实践过程不是一种单纯

的形式与活动，而是一种建立在理性思维与认知选择中的实践优化过程。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包括如下几

方面： 
首先，在音乐审美教育教学中，选择交流合作式教与学的形式，改变以往教师根据课程要求选择确

定的教学内容，在示范和讲解后由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学生完成的质量评定成绩。所谓

交流合作式教学是根据学生个体音乐与认知属性，对讲授的内容选择某种教学方法，通过学生掌握的程

度来进行内容与方法的调整，最终达到满足学生个体实际，得到一个确定的教学效果。 
其次，对于音乐专业来说，不论是演唱与演奏关键落实在表演上。因此平日练习与舞台表演是不可

缺少的实践活动。因此，教师为学生设计了结合每个学生特点的课程内容实践模式和方案，要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与认知实践，从实践中总结教师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同时也评价自身的学习效果。 
再次，结合音乐审美实践的实际，通过举办音乐会、社会服务与公益演出活动，让学生深入社会检

验自己的音乐才能和实践能力，从而去发现在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 

3. 映射–反演音乐审美教学系统 

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有完善的理论来指导，改革与创新过程中的理论不是简单的引用，也不是概念上

的描述，其本质是理论创新必须来自于问题的需求，来自于对经验的总结。通过教学调查发现，音乐教

学模式的确定是基于教学中师生的互动，是教师传授给学生、学生回馈给教师的行为表现活动，是一个

教学系统运行状态的建立与描述问题。针对这种问题的属性，我们选择了“关系映射–反演原则”作为

构建理论构建的原型。 

3.1. 教学关系映射–反演原则 

“关系映射–反演原则”是徐利治教授提出的，已经在许多领域有了成功的应用。所谓关系映射–

反演原则是指一种分析处理问题的普遍方法或准则，它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论性质范畴的一种工作原则

[7]。因为这种普遍方法或工作原则包括着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中的关系结构，采取映射和反演两个步骤去

解决问题，所以给它的命名也就不免有点冗长了。这里所说的映射和反演可以赋予很广泛的含义。但是，

我们将它应用在具有实践智慧视域下的音乐教学中，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教学思想和方法论。我们在音

乐教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运用了系统的思想，也就是构建了一种面向对象的自组织、自适应的教

学系统。 
关系映射–反演原则是一种教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我们将它引入音

乐教学过程中，具有音乐教学方法论的意义。 
基本理论描述：教学理论概述：将音乐教学视为由师生构成的关系系统(教与学的关系)，学生作为教

学对象是系统中的原像，称原像关系(记为 R(S))，教师采用适当方法授予学生教学内容，称为映射，学

生(原像)在此映射下得到一种学习关系，称为映像关系(记为 R(S*))，映像关系通过学习与实践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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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确定的映像(S*)，由映像反馈出映射的过程称为反演(逆映射)，从而得到一种教学映射–反演系统。

简称为 TMIS (Teaching Mapping Intension System)。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relation mapping-inversion principle 
图 1. 教学关系映射–反演原则 

 
实际上，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映射–反演过程，在教师映射的前提下，能否得到学生完备的逆映射，

乃是决定教学质量的重要判据。例如，在演奏(演唱)教学中，教师讲授一个音乐作品演奏要点与方法并给

出演奏示范(称为教学映射)，学生在教师讲授基础上，通过练习得到对作品演奏的实现程度，将这种演奏

实现程度回馈给教师(反演)，就是一个基于映射–反演原则的音乐教学系统。实际上，音乐教学映射–反

演系统是基于教学对象关系(原像关系)与学习关系(映像关系)的一个自组织、自我实践系统。 

3.2. 基于实践智慧的映射–反演教学系统 

实践智慧是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新时代实践研究的一个主

题。通过总结有意义的教学经验，不难发现，音乐教学能否达到目标要求，关键在于如何构建实践模式、

实践方法以及实践运行系统的构建。音乐教学实践是由教师实践与学生实践两方面构成的。具体来说，

教师教学实践是在教学映射–反演系统下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进行的实践。学生学习实

践是在教学映射–反演系统下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认知过程以及能力提高等进行的实践。这种音乐

实践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与活动，而是一种建立在理性思维与认知选择中的实践优化过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 mapping-inversion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practical wisdom 
图 2. 基于实践智慧的映射–反演教学系统 

 

图 2 表明，R(S)是由学生构成的教学对象(原像关系)，R(S*)是由学生在教学映射下构成的学习关系(映
像关系)。R(S)与 R(S*)都有一个实践智慧库，通过对实践智慧的学习与训练，最终得到可接受、可信的

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 

4. 讨论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了一个面向学生个体属性的音乐审美教学运行系统，在该教学系统的框架内，

通过实践智慧的训练形成了一个“可信的”的音乐审美教育的教学模式。解决了以往音乐教学中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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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教与学的不确定性”。实际作用简述如下： 
1) 面向不同对象的教学理念。在音乐教学中，学生的个体属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已是教学理论

中的基本内容，但是，如何区别这种差异性，如何对教学对象进行合理地分类，是差异性教学研究正在

探讨的问题[8]。我们通过音乐教学映射–反演系统的实验过程，得出了学生个体音乐属性的划分方法，

已在实际教学进行了应用。 
2) 建立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在映射–反演教学系统的运行中，如何选择合理地教学映射、如何确

定有效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师生交流合作来完成的，从中也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到音乐教学中。

在这种教学环境下，教师明确了“教什么”，学生明确了“学什么”。 
3) 以“可信性”作为映射–反演教学系统的评价标准。什么是“可信性”？所谓“可信性”是动态

博弈研究的中心问题，从社会选择理论的角度，“可信性”意为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某事物可接受的程度

[9]。对于音乐教学来说，教与学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通过映射–反演的教学训练能够获得教与

学的“可信性”，实际上就是有效地消除了教学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了满意的教学质量。可以

说，从音乐教学角度探索出解决“教与学不确定性”的路径。 
4) 基于师生音乐信息相互融合的实践智慧。音乐专业的教学形式不是单一的教师行为，而是要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这种建构的核心是师生在音乐信息相互认知上的一致性。这种音乐信息

的一致性可以促进音乐实践的有效展开。实践智慧的获得和增强是教学能力与学习能力发展的源泉。 
5) 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目的是构建可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模式。如果教学改革研究脱离了可

应用性和目标可实现性，那么这种改革研究只能是理论上的探讨。本文是将“教学模式与实践智慧”作

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有力保证。 

5. 结语 

本文的突出特点建立了教学映射–反演的实践智慧模式，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音乐美育思

想。运用映射–反演教学法，形成一个教师讲授映射与学生理解与掌握程度的反演(逆映射)的循环实践过

程，通过在教学中调整与改进讲授与训练的方法，形成学生自我学习和训练的实践模式(实践智慧的形成)。
通过教学模式的实际运行，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挖掘了学生内在的潜能，展现了学生的

个性，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通过成果的成功运行，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们参加各种专业比赛的

成绩有了很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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