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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music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is the focus and emphasis of music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mong	them,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essence	based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key to achiev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alents. Practical ability is the focu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key to promoting 
talents	in	music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for	music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the	study	of	
artistic practice channel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and thinking for curr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ers. The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wo aspect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music 
profession	and	 the	channels	 for	artistic	practice	 in	 the	music	profes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argeted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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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与艺术实践渠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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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是音乐专业教育教学的焦点与重点，其中创新能力是立足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本
质，是人才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而实践能力是人才培养的重点，是促进人才在音乐学习与发展中的关键。所以，对于音
乐专业教育而言，创新能力培养与艺术实践渠道研究已成为当下教育教学工作者研究和思考的重点。论文利用文献研究
法，从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音乐专业艺术实践渠道两方面分析现状，透过现状分析问题，随后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提
出优化与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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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便提出了“教育适应性”

这一概念与任务，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升级，发展动

能到达关键的转换阶段，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明显已由传统

的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由此也彰显出“创新”的

重要性。在教育体系中，创新能力培养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研

究和关注的焦点，而创新能力也是支撑音乐专业人才长远发

展和个性成长的必备能力，如何落实音乐专业人才创新能力

培养已成为教师研究和思考的重点。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音

乐本身具有综合性、可选择性、实践性等特征，而音乐实践

也是支撑人才加深对音乐理解，促进音乐文化融合的关键，

所以音乐艺术实践也是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但是在实践中发

现，针对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与音乐专业实践两方面出现

因学生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而创新能力与意识缺乏、因教学观

念相对落后而创新能力培养动力不足、因教学观念相对落后

而创新能力培养动力不足、因培养方式相对单一而学生缺乏

音乐实践兴趣等问题，而如何破除此类问题，提升学生的

音乐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保障学生长远发展是此次研究的

重点。

2 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与艺术实践现状

2.1 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现状

2.1.1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创新能力与意识缺乏
受到音乐专业人才选拔机制的影响，中国在人才选拔

中除了需要对人才的音乐专业能力进行考察之外，还需要对

人才的文化水平进行考察，而人才也需要在音乐专业学习

过程中积极学习文化专业知识。但是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

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对音乐专业人才的文化水平要求较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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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导致部分音乐专业能力较强，但是文化水平不足的学

生进入学校。结合教学实践发现，即使部分学生文化成绩优

异，但也只是极个别数，普遍学生文化水平较低，导致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音乐理解能力、音乐表现能力差强人意。同时，

受到个人文化水平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音乐专业学生缺

乏科学的音乐学习思维和良好的音乐执行能力，大多数学生

仅将音乐专业学习停留在“音乐表演”这一层面上，对音乐

创新与创造的理解较为缺乏。

2.1.2 教学观念相对落后，创新能力培养动力不足
教学观念相对落后已成为目前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

的普遍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对教学的

创新性思考；第二，缺乏对教学内容的拓展延伸。

从第一点而言，受到传统且固化的教学观念的影响，

目前仍有部分音乐专业教师秉持着“教表演”这一浅表的教

学理念，导致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使用不具有新颖性和

创新性的教案，以教案和曲目为主线，按照“背景讲解—乐

理讲解—音乐表演”的“固化模式”开展教学工作，而缺乏

创新性的教学方式也直接导致学生在音乐专业创新和实践

的培养上缺乏创新性。从第二点而言，对比中西方音乐教育

发展历程，中国系统的音乐教育晚于西方国家，并且受到教

育教学观念的影响，中国部分音乐教师盲目崇拜西方音乐教

学内容，导致一味照搬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其中较为明显的

是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展示和要求学生练习表演西方音乐曲

目，对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却少有展示，不仅影响

学生对音乐专业能力的培养，更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与发展，最终导致出现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音乐创新与

融合的问题。

2.2 音乐专业艺术实践现状

2.2.1 过程缺乏锻炼机会，实践能力培养后劲不足
在音乐艺术实践过程中，艺术舞台实践遭到音乐教师

的忽视。结合教学实践，发现大部分音乐教师将实践课程作

为学生艺术实践的主要渠道，如将讲台作为艺术舞台，要求

学生开展艺术表演，但是此种艺术实践渠道过于单一，且艺

术实践方式过于传统。细化而言，此种艺术实践方式与实际

舞台表演有着本质的不同，课堂舞台模拟稍显“松垮”，且

无法引起学生对艺术实践的重视，学生无法从紧张刺激的艺

术表演中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极易出现在真实的艺术实践

舞台中出现怯场、逃避心理以及表演出错等情况。而对于大

部分学生，也对艺术实践有所忽视，并不重视艺术实践练习，

在实践过程中缺乏对乐曲的整体性把握，或缺乏对集体性表

演的关注，导致在练习过程中敷衍了事，无法显著提升自己

的艺术实践能力。

2.2.2 培养方式相对单一，学生缺乏音乐实践兴趣
音乐实践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但是目前学校对学生艺

术实践能力培养的方式较为单一，大多为课堂展示，如通过

展示曲目片段、唱腔模仿、音调练习等开展艺术实践活动，

严重缺乏较为全面、多样的艺术实践活动类型。此种仅仅通

过课堂实践的活动形式无法显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

同时无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终影响学生对艺术实践的兴

趣。细化而言，单调的课堂联系极易增加学生对音乐实践的

疲乏感和枯燥感，长此以往极易降低学生对音乐实践的兴

趣，而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音乐表演能

力，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

3 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与艺术实践优化

3.1 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优化

3.1.1 促进专业课程改革
音乐教育本身具有均衡性、平衡性、综合性和可选择

性等多个特征，强调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所以以音

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音乐专业课程在改革过程中应

当立足于音乐专业本身，设置综合性实践课程活动，从而从

知识与技能多个方面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 [1]。随着音乐教育

改革不断深入，目前音乐课程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实施

优化：第一，精选必修课程；第二，丰富选修课程。

从第一点而言，首先需要针对性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

能力，积极整合教材大纲中原有的中西方音乐史和中西方名

曲欣赏内容，将二者有机结合，并将课程改为《中西方音乐

史与鉴赏课程》。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音乐表演能力，将

固定的声乐课程或其他音乐表演课程改为音乐演唱与教学

课程。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现行的音乐表演教材中的选曲大

多由民间歌曲、戏曲、西方音乐、流行音乐等内容所组成，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追求超高的表演要求，但是此种教学

方式只能单向性促进学生音乐表演能力进步与发展，所以

应当将原有的音乐教学课程改为音乐实践课程。从第二点

而言，音乐课程具有可选择性等特征，所以在以音乐专业创

新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学校可丰富音乐课程内容，如首先

将声乐等课程改为选修课程，同时鼓励学生深入进修美声唱

法、民族唱法、京剧唱法等音乐演唱方法的学习。除此之外，

学校可增加器乐选修的内容，目前诸多学校开设了钢琴、小

提琴、大提琴、手风琴等乐器的选修课程，但是此类乐器较

为常见，而为了促进学生音乐创新能力培养，学校可积极开

设更为小众的乐器课程，例如排箫、空灵鼓等乐器的课程。

学生通过选修此类器乐课程，能够增加积极对音乐曲目的理

解，更能够提升自己的音乐表演技巧，同时为音乐创新与创

造提供思路，也为培养学生的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奠定基础。

3.1.2 强化实践课程实施
音乐专业教育以培养综合性、复合型音乐人才为最终

目标，所以音乐专业教育课程需要充分落实“生本思想”，

积极围绕学生的音乐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音乐

实践能力。针对上述音乐专业创新能力培养现状，可针对性

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优化实施：第一，夯实学生音乐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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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第二，落实综合技能训练。

从第一点而言，音乐实践是一项理实结合的课程，不

仅要引导学生掌握音乐表演的基本方法，同时需要针对不同

音乐曲目题材开展针对性练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

要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勇气，积极应用多种多样的教

学方法，如针对音乐演唱教师可积极使用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柯达伊教学法等方法，将多种多样的西方音乐教学方法

应用于中国音乐教学课程。除此之外，也可积极鼓励学生对

音乐歌词、旋律、节奏进行二次创作，将身体律动与音乐相

结合，由此深入感受音乐内涵。从第二点而言，音乐本身具

有技能性，如乐器专业对学生的器乐表演能力提出专业性要

求，而演唱专业则对学生的声乐表演能力提出专业性要求，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落实综合性技能训练，如积极开

展模拟演奏等课程，通过创设大型音乐表演会等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加强自己的音乐表演代入感。除此之外，教师可积

极使用音乐教学课件、电脑音乐，或使用 VR、AR 等先进

的信息技术，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引导学生在虚拟又真实

的情境中“真唱”“真奏”“真演”“真创”[2]。

3.2 音乐专业艺术实践能力提升

3.2.1 丰富实践活动渠道
在音乐专业艺术实践过程中，应当注重丰富实践活动

渠道，积极利用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丰富活动教学法的实

施，从而激发学生的音乐艺术实践兴趣，调动学生对音乐艺

术表演的内生动力。结合教学实践，可被用于音乐专业艺术

实践能力提升的活动方法有情境教学活动、小组教学活动、

探究性合作活动、比赛促进活动等 [3]。不同活动形式有着对

应的特征，如情境教学活动可以课堂为主要阵地，利用多媒

体、VR、AR 技术等营造音乐艺术实践氛围，鼓励学生代入

自身，完成音乐艺术表演；而针对探究性合作活动，可要求

学生以某一篇音乐曲目为本，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音

乐创编活动，此类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音乐实践兴趣，

同时能够提升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培养合作交流意识；从

探究性活动而言，则可以某一乐器、曲目为本，鼓励学生利

用互联网、图书馆等途径搜索有关作者、曲目、乐器的发展、

背景等知识，加深对音乐文化的理解；而比赛促进活动则可

以校音乐活动为主，围绕某一主题开展音乐表演活动，培养

学生良好的音乐表演素质，提升音乐实践能力。

3.2.2 拓展实践活动内容
针对现阶段音乐实践活动内容单一的问题，教师在音

乐艺术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教学内容拓展实践活动

内容，尤其对部分重点内容进行拓展延伸。在此过程中，教

师首先需要加强自我学习，加深对教学内容本质的理解，从

曲目的创作背景、传唱影响、艺术表现等多方面分析教学内

容，在活动教学过程中用好教学的各个环节，如在课前导入

环节，利用互联网搜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作者人生经历、创

作背景等视频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以“实践活动”为主线，

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如上文所述的情境教学活

动、小组教学活动、探究性合作活动等，立足于学生的课堂

反馈跟进教学；而在课堂小结中则可以学生的活动成品鼓励

学生上台分享，调动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丰富学生对音乐艺

术、音乐文化的理解。

4 结语

在“十四五”规划的背景下，“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成为教育教学研究关注的焦点。立足于音乐专业教育，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但是目前

在创新能力培养和艺术实践渠道研究两方面出现诸多问题，

而如何破除此类问题成为教师研究和思考的重点。论文针对

创新能力培养和音乐实践渠道两方面分析现状与问题，随后

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提出促进专业课程改革、强化实践课程

实施、丰富实践活动渠道、拓展实践活动内容四点建议，希

望为广大教育教学工作者提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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