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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不仅影响了生活方式，而且还影响了学习方式。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音乐教学模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利用大数据技术，丰富了教学资源，拓宽了教学手段，使音乐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极大地提

升。大数据应用已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在职业中等学校进行音乐教育，

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本文分析了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大

数据环境下音乐教育中创新研究的具体方法。大数据的思维使得音乐教育焕发出新的活力，促进音乐教

育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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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impacted the way we live but also the way we learn. The devel-
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led to great changes in our music teaching model. The u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able to enrich teaching resources and broaden teaching tools,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usic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has 
become a new means of educa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big data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con-
duct music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ies and cultivate well-rounded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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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innovative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are expounded. The thinking of big data makes music educa-
tion new and vibrant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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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及其技术 

大数据(big data)指的是大型或复杂数据集合，这些数据集合的管理和处理的容量远远超过了人类可

接受的时间的能力，在传统数据处理程序中是无法处理的。它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

快和价值密度低等特点。大数据技术是指利用一定的技术从庞大的数据中利用云计算进行分析，快速获

取有价值的数据，为用户提供适当的知识，以满足使用者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和资源的共享[1]。大数据

技术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已经深入到医疗卫生、教育教学、食品安全、工业检测等各个领域。 

2. 大数据环境下的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传统的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凸显，确实存在很多值得改善之处[2]-[7]。 

2.1. 教育定位不准，无法实现真正的能力培养 

由于音乐教育课程不是主学科，在制定音乐教育培养目标定位过高，而且与社会音乐人才需求不相

符，因此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学生学习知识面不宽，甚至还会顾此失彼，有的教师只注重技能的提升训

练，忽略了音乐素养和理论的培养；而有些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课堂教学活动上，忽略了课堂操作和

反馈总结等，导致了量多内容小的局面，不能让学生们在音乐教学中得到真正的提高和发展；同时，有

些教师只教会学生一些基本的音乐理论和技术，忽略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学习能力，学生的个性发展、

进取意识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有很大的不利。 

2.2. 教育方法不新，无法达到生动的教学效果 

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要求多样化、创新型的音乐人才。但是目前的教学方法还停留在传统满堂灌、

填鸭式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没有创新，内容枯燥，教学模式落后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丧失了学

习兴趣，明显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音乐教育的需求。 

2.3. 师资经费不足，无法实现个性化教学方式 

部分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在数量、知识储备、专业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在音乐设

备的投入上也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日常音乐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各个音乐层级的教育，无法实现学生

个性化的培养。 

3. 大数据环境下音乐教育的创新 

在课堂教学中融合大数据理念，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教学，力求实现线上线下的音乐教育资源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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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够解决大数据环境下音乐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突破传统的音乐教学，建立创新的课堂教学模

式，创新地将学情评价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多方面的评价。 

3.1. 树立大数据思维的教育理念，重新定位音乐教育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是当今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数据和信息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而这些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要树立

大数据思维理念，紧跟信息技术前沿，借助和利用好数据，让数据成为音乐教育的好帮手，不断增强音

乐教育教学的本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音乐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音乐的教学资源也越来越丰富，

尤其是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发展，给大学的音乐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教师要把握信息时代的发展契机，

加大科技手段的应用，不断创新，抛弃传统的教学方法，成为音乐教育的指导者。在音乐教育中，确立

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确定高校音乐教育目标时，要根据当今社会对人

才的需要，制订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既要注重音乐理论教学，也要注重实践教学，培养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音乐人才[7]。 

3.2. 创新音乐教育教学方式，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结合音乐教育的培养目的和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围绕音乐教学中的知识点和难点，灵活运用先进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参与音乐教学的愿望，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8] [9]。并通过 QQ 群、微

信、朋友圈、博客等载体，让学生随时随地都参与到音乐教育过程中。 

3.3. 注重个性化教学手段，保证学生全面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同时也要考虑基础不同的学生采用个性化、交互式的教学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在学

习中得到提升。 
在个性化、交互式教学模式下，要遵循个性化理念、开放性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对音乐教学中的

目标、时间、步骤和反馈等都要有详细的规划，确保每个教学活动有效衔接，让学生能够及时地完成。

首先要保证有多元化的音乐教学资源，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教学资源的采集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

收集，然后经过整理、分析和总结，使教学资源更用实用，更有针对性。在个性化、交互式教学实施过

程中，要采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协作教学法、互动法等策略，为学生提供具有个性化的学习指

导，并及时对教学效果进行反馈[9] [10] [11]。 

3.4. 应用大数据生面反馈评价，保障教学效果 

只有不断地总结，才能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检验教育的成效，才能使教育的质量持续提高。准确地

检查和科学地评价教育效果，不仅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更是衡量教学工作业绩的一个价值

标准。因此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教学效果有效评价，做到定量和定性结合、单项和综合结合，对学生教

学的效果做出合理的评价。 

4. 结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变革机会。在教育领域应用大数据，既是对传统教育模式

和管理模式的补充，也是对教育管理模式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在教育教学中，要建立大数据思维，把大

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应用到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学生评价等方面，从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为推进我国音乐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中等职业学校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加

强对大数据应用的认识，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大数据管理队伍，提升教学质

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推进职业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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