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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dden epidemic situation in 2020 has affected the normal cla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mited by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
tive factors such as music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ers’ conditions and lack of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op 
music singing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low, the difficulty of curriculum setting is not enough, and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s insufficient, which makes the online teaching reform of pop music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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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流行音乐演唱线上“学习方式”问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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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高校正常上课，受音乐教学资源、师资条件、线上教学经验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现阶段
高校流行音乐演唱教学所反映出的教学质量较低、课程设置难度不够、学生学习兴趣不足等问题，使高校流行音乐线上教学
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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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各

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变革。特别是在“互联网 +”理念提出后，

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正不断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和学习方式。

2 高校流行音乐专业线上教学特点分析

2.1 教学资源丰富

在新媒体中，通过很多网络上的资源来获取知识，改变

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新型的教学形式会让学生更感兴趣。传

统教学很多时候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讲课的时候无法

获取学生的学习反映。当讲授一些枯燥的内容时候，音乐教

师就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电脑，来搜集相关新奇的

知识点，将枯燥的课堂转化成生动活泼的课堂，甚至会起到

别开生面的课堂效果。对于流行音乐教学来说，音视频的播

放效果会更加明显，教师可以找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或者音

乐剧来给学生观看，观看收听之后让学生自主讨论，实现“翻

转课堂”，分析和讨论优秀作品中的内涵和意义。学生对这

方面的兴趣高于课本教材知识，通过观看这些内容，学生的

知识量也获得扩大，再讨论之后，对作品的理解也能更加充分。

在新媒体时代，教学资源远远高于传统时代，音乐教师不仅

可以通过网络搜集素材，还可以将文字与图片视频等结合，

创新教学方式，将声音和媒体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对学生来

说会更有感染力 [1]。

2.2 教学方式灵活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不同的音乐教师也有不

同的教学方法。在任何一个科目中，都需要教师灵活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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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流行音乐演唱专业更是如此。其中，与学生互动是一

个良好的习惯和方式，很多教师都会选择与学生互动，良好

的互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互动在音乐教学中

才更加有意义。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媒体来和学生互动。例如，

制作动静结合的幻灯片，加入一些与学生互动的内容与问题，

搭配上适合主题的背景音乐，学生通常就会被新颖的教学方

式吸引过去，之后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既充分利用了新媒

体资源，又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流行音乐课程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门相对轻松的课

程。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灵活展现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法。可以根据学生对音乐的喜爱程度，呈现出多种音乐风格，

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并演唱。翻转课堂是当传统课

堂的“课堂听讲、课下作业”转变为“课下听讲、课上研讨”，

当传统的“师讲生听”转变为“生练师评”等教学形式时，

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运用能力得以提高 [2]。

2.3 学生自主性较强

传统的音乐教学中，学生很难做到自主学习。对于很多

学生来说，自主学习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学生所利用的资源

非常有限，课下想了解音乐相关知识的时候却没有资源。但

是新媒体的出现，使教学资源更加丰富，获取方式更加便捷，

学生通过新媒体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自己就能消化

与课堂上的学习效果，多媒体和自学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上

会比上课听讲印象会更加深刻，使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力也会

更加有层次 [3]。

3 高校流行音乐演唱线上教学的问题分析

3.1 线上教学方式不够新颖

除去在网络上一对一的实时演唱教学，其他国家的音乐

相关课程作为高等艺术院校流行音乐演唱专业学生了解欧美

流行音乐发展以及认识世界民族音乐的重要的理论课程，其

培养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对其他国家各个时期的流行音乐发展

脉络和文化内涵的了解，掌握基础的国际音乐文化研究的方

法，并结合中国流行音乐理论知识来提高流行音乐演唱的文

化修养。理论课程相对其他表演专业课程来说，本身就比较

枯燥，且存在一定的劣势。部分院校至今的授课方式还是照

本宣科，大多还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互联网 +”的时

代背景下，众多院校都创新了教学方式，“慕课”“微课”

等网络在线课程不断普及 [4]。但是根据调研发现，在高校中

参与录制或开设关于其他国家音乐知识相关课程的网络在线

课程不多，而中国很多一线城市的教师几年前就已经利用网

课，并通过“中国大学 MOOC”“超星学习通”“学堂在线”“知

到”等网络平台在全国高校内实现网络在线学习课程。

3.2 线上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国际音乐相关课程的主修课程为《流行音乐概论》《欧

美流行音乐风格分析》和《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其选

修课程诸如《歌剧赏析》《中外流行音乐比较》等，一般都

是为了学生加深对外国音乐课程的了解而开设的主修课程的

辅助课程。这些选修课程的开设出发点是为了学生更好地接

受系统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培养目标的制定、

学校公共课程的冲突等原因，有些省内院校未能开设辅助课

程或开课时间与学校某公共课程冲突，出现了学生无法选课

等问题。

3.3 线上课程资源有待健全

完善线上课程资源对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通过调研发现，艺术类院校在师资资源、教学设备、网络资

源等资源方面有待健全。例如，在师资队伍方面，省内部分

院校流行音乐演唱专业任课教师比例过少，造成工作量巨大，

导致部分课程无法常态化开设；在教学设备方面，部分院校

由于经费、教室等原因缺少相应的辅助教学设施，如在流行

音乐演唱实践教学法课程中没有配套的流行乐队、乐器等，

学生只能依靠教材和网络视频学习，缺少教学实践等问题；

在网络资源方面，流行演唱的教学仅仅只有通过“全民 k 歌”

等软件进行一对一的线上教学，该软件只提供部分歌曲伴奏，

资源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学生学习歌曲的需求等问题。

4 利用“云课堂”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流行音

乐演唱教学的方法

4.1 课前教学设计环节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应结合本节课流行演唱教学的重

点与难点，在下载相关教学资料的基础上制作内容精简的教

学微视频，利用清晰直观的方式对教学内容进行展示；还应

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教学问题，检验学生自主学习成果。在教

学课件制作完成后，教师应通过 APP 将课程内容发布到超星

学习通平台上，要求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观看。教师可在平

台监督学生学习情况，在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后，教师可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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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设置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针对问题开展讨论与研究，促

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帮助教师全面地了解学生

学习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在完成课前学习后，教师可在平台

中发布课前小测验，利用测验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进一步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5]。

4.2 课上教学内容实施环节

在课中导入阶段，由于学生在课前已经完成对流行歌曲

的预习，对所学作品有着初步的了解。因此，教师在制定课

上教学计划时，应结合学生课前测试的结果，针对学生演唱

存在的问题和对歌曲的掌握情况来设定课程的实施要求，并

完成对教学活动的合理安排。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依

照课前测试结果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合作学习小组，并为不同

小组设置不同难度的问题。

例如，可为课前测试成绩不高的小组设置可供成员讨论

的第二个案例，分析每首流行音乐作品演唱的特色性，解决

学生课前练习演唱时存在的学习困惑与问题，然后教师可结

合伴奏为学生示范演唱流行音乐作品，组织学生进行现场的

听辨分析与对比。在学生得到分析结果后，教师可提问学生

对结果进行叙述和展示，培养学生对音乐的表现力与敏感度。

4.3 课后总结环节

由于高校学生所学习知识内容繁多，学生所掌握的流行

音乐理论知识会伴随时间流逝而不断遗忘，为帮助学生巩固

课堂学习成果，加深学生对流行音乐演唱的理解。教师可在

学生完成课上学习后在平台中监督学生开展课后复习活动，

并利用跟踪指导的方式对学生课后自主复习情况进行了解，

分析学生存在的学习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以提升学生学习

效果和质量。

例如，学生在课上学习中，已经对流行歌曲的音乐风格、

曲式结构和作品艺术性的理解较为透彻，但却无法彻底熟练

掌握歌曲的演唱技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

课后自主练习，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复的训练与测验。

5 结语

线上线下混合流行音乐教学模式能改善传统教学内容单

一的问题，有助于提高流行音乐演唱线上的课程质量，实现

学生与教师的实时沟通，打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壁垒，

为学生随时随地进行音乐学习提供渠道，以实现学生学习主

动性和自主学习质量的不断提升，为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实现

现代化教学目标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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