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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音乐教育现状及问题探析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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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音乐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开始得到

更多的关注。以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其音乐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

现,当前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音乐教育表现出3个方面的问题:大学生音乐基础整体较差;大学音乐课程设置不

尽合理;对大学生音乐教育第二课堂不够重视。针对性地提出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需要从基础做起、进一步完

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加大对音乐社团的扶持力度等3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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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教育是学生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以音乐为媒介来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对

象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学校通过课堂教学、开展

校园文化活动等来提高非音乐专业大学生的音乐文

化水平、音乐欣赏水平以及审美水平。与专业教育

不同,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高校校园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更偏重于对学生内在美的

提高,通过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感化和激发,来陶冶学

生情操,提高学生内在素养,完成对学生心灵的

教育。
高校音乐教育是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核心,也是

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可以提高大学

生对音乐的感受力与鉴赏力,从而提高其在日常学

习生活中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拓展大学生

的思维方式,使大学生具有更高的创造力。同时,音
乐教育能净化大学生的心灵。良好的音乐教育和审

美能力有助于大学生去除各种不良思想的干扰,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在和未来。
音乐教育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为大学生提供有益

的爱好,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

展。在大学教育不断改革、社会环境愈加复杂的情

况下,为大学生提供与其身心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音

乐教育显得尤为重要[1-3]。

音乐教育对大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

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音乐教育状况与其重要性

却不相符。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断加大对大学生音

乐教育的投入,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音乐教育条件

和教育环境,但是由于没有准确认识到大学生对音

乐教育的实际需求,目前普通高校学生的音乐教育

并不能完全符合学生的需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仍

然存在着诸多问题[4-5]。
通过2011年对华中农业大学700名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从学生音乐水平、对音乐教育实际需求

的角度来分析普通高校在大学生音乐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并试图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一、调查对象与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普通在读本科生,通
过对学生进行随机抽样,对所选取样本进行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700份,通过对全校13个学院进行

分层抽样,确定每个学院样本数量,然后在各个学院

在读本科生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问卷回收581
份,回收率为83.0%,有效问卷570份,有效率为

81.4%。对570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分

析,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分析依据。为了保证研究的

准确性和代表性,还走访了部分样本外学生和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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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并将走访结果作为本研究的参考。

  二、结果及分析

1.大学生音乐基础整体较差

对大学生音乐基础情况的判断,笔者主要从3
个方面来进行考虑:是否喜欢音乐、是否识谱和是否

能够演奏乐器或者演唱戏曲歌剧。
音乐作为一个大的艺术门类,包括音乐欣赏、基

本乐理、视唱练耳、歌舞、演奏、戏曲表演和音乐创作

等内容,只选择3个方面来对大学生的音乐基础进

行判断似乎不是很准确。但是作为非音乐专业大学

生,绝大部分学生对音乐基础是可以通过这3个方

面来体现的:是否喜欢音乐反映了大学生个体在音

乐方面的整体情况;能否识谱和是否能够演奏乐器

或者演唱戏曲歌剧则能直接反映出大学生对基本乐

理、演奏、戏曲表演、音乐欣赏等方面的掌握情况。
因此,通过对这3个方面的考察,能够比较准确地判

断大学生的整体音乐基础情况。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大学生音乐基础情况统计 %

项目 占比

是否喜欢音乐 喜欢(94.7)不喜欢(5.3)

是否识简谱或五线谱 懂(15.8) 懂一点(21.1)不懂(63.1)

是否能够演奏乐器或
者演唱戏曲歌剧

能(33.3) 不能 (66.7)

  在所调查的570份有效问卷中,喜欢音乐的学

生有539人,所占比例高达94.7%,不喜欢的仅有

31人,占比不到5.3%。这表明音乐在大学生中其

实受欢迎程度非常高,绝大部分学生会把音乐作为

自己的一项爱好活动来进行。大学生中能识简谱或

五线谱的学生比例仅仅只有15.8%,完全不能识谱

的学生达到63.1%;在另一项调查中,大学生能够

演 奏 乐 器 或 者 演 唱 戏 曲 歌 剧 的 学 生 比 例 不 到

33.3%,不 能 演 奏 乐 器 演 唱 戏 曲 歌 剧 的 学 生 达

66.7%。统计结果表明,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的音乐素

质在整体上呈现比较低的水平,这个现象广泛存在

于普通高校之中。我国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音乐

教育基础薄弱导致学生音乐基础较差,而高校的音

乐教育不合理也直接使大学生音乐素质无法有效提

高。

2.大学音乐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华中农业大学作为非音乐专业大学,音乐教育

的最主要形式是课程教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安排

也由学校自主制定。虽然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开设了

一些音乐教育课程,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些课程

的效果并不理想。调查显示,没选过音乐课程的学

生比例高达68.4%,而选过两门课及以上的学生不

到8.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学生并

没有真正意识到音乐教育对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学校并没有向学生提供足够的、合适的

音乐课程,使得学生对音乐课选课积极性不高。关

于“音乐课程对提高大学生音乐素质的帮助情况”的
调查结果显示,在这部分大学生中,有55.6%的学

生认为选修音乐课程对提高其音乐素质帮助非常

大,只有5.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这表明,即使

学校音乐课程设置存在问题,已设置课程还是会对

大学生提高音乐素质提供很大的帮助,而目前大学

生音乐素质整体较低的现象,也直接说明学校在设

置音乐课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选修过音

乐课程的大学生对音乐课程的满意程度,以及对课

程教学方式和课程总体的满意程度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对音乐课程的满意程度

  从图1可以看出,对所选音乐课程的教学方式

和课程总体满意的学生分别只有44.5%和33.3%,
大部分学生对所学过的音乐课程并不满意。同时,
大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与对课程总体的满意

程度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说明大学生对课程总体

的满意或不满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教学方式的满

意或不满而引起的,学生对音乐课程教学方式的不

满导致了其对音乐课程的不满。由于教学条件的限

制和课程的设置,目前高校的音乐课教学仍以传统

的口头讲课方式为主,然而音乐课程所讲授的内容,
包括音乐欣赏、基本乐理、视唱练耳、歌舞、演奏和音

乐创作等,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需要采用实际指导

等其他教学方式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和并不合理的

课程设置并不能满足大学生音乐教育的需要。
另外,对教学内容的不满也是造成学生对课程

总体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表明,有接近

81.0%的大学生希望能够通过课程音乐教育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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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演奏能力和演唱水平,而希望

学习音乐创作和戏曲表演的学生分别只有5.3%和

1.7%。这说明大学生对音乐教育内容有着很明显

的期望和需求,学校在进行教学安排时,只有能准确

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学生的实际音乐水平,才有可能

设置最合适的音乐课程,对学生提高音乐素质起到

最大的作用。

图2 大学生最希望提高的音乐能力

  3.对大学生音乐教育第二课堂不够重视

课程教育是高校音乐教育的最主要形式,但是

绝大部分高校学生每周平均音乐课时间都在4节以

下,单独的课程教育已然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音乐教

育需求,第二课堂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
高校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主要指高校或者各音

乐社团所组织的各种音乐活动。目前高校中比较多

的音乐社团主要包括合唱团、西洋乐团、中国民族乐

团、戏曲团、话剧团、京剧社、交响乐团、流行乐团、舞
蹈团、舞台剧团及其他一些音乐社团,这些社团能够

组织会员进行训练,并且让会员有表演交流的机会。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第二课堂更注重实践与技

巧的训练,是课堂教学的深化与提高。图3显示,除
了12.8%的学生不想加入音乐社 团 以 外,其 余

87.2%的被调查学生都希望能够加入一个或者多个

社团,大学生参与音乐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最受

学生欢迎的社团包括流行乐团、合唱团和西洋乐团,
想参加的学生比例分别达到29.8%、28.1%和

26.3%。虽然绝大部分学生希望能够加入到音乐社

团之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但是事实上已

经参与这些社团的学生非常少,加入了一个或一个

以上音乐社团的学生比例不到6.9%,而真正能够

得到系统训练机会和表演机会的学生不到4%。

图3 大学生希望加入的音乐社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高校对

大学生音乐社团的支持非常少,由于学校对这些社

团缺少必要的设备、场地和资金支持,学生音乐社团

很难有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机会,导致音乐社团数

量很少,能参与的学生数量也相应很少。二是大学

生音乐社团专业水平不够。目前很多的大学生音乐

社团是学生出于兴趣爱好而自发组织建立,缺少专

业教师的专门指导,社团专业水平较低,无法开展实

质性的训练和表演交流活动[6]。

  三、结论和建议

1.高校音乐教育需要从基础做起

目前我国高校非音乐专业大学生音乐素质整体

水平还比较低,直接原因是高校音乐教育发展还比

较慢,被重视程度还不够。初级教育中对音乐教育

的忽视导致大学生音乐基础薄弱,高校音乐教育的

滞后导致大学生音乐素质与学历不相符,阻碍了大

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提高大学生音乐素质,一方面

需要高校能够对音乐教育更加重视,转变教育思想,
更新教育观念,加大推行音乐教育力度;另一方面需

要高校认清目前大学生音乐素质水平,从加强大学

生音乐基础素质开始,稳步提高大学生音乐素质

水平[7]。

2.进一步完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高校音乐课程设置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教学

方式比较单一,不能很好适应课程的要求;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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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零乱,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要求;课程安排不够

合理,学生可选择空间十分有限。因此,高校需要对

现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进行改革,采用更多样

化的教学手段,设计更科学的课程体系,通过因材施

教的教育途径来使音乐教育课程真正被学生所喜

爱,提高对学生音乐教育的成效。

3.加大对音乐社团的扶持力度

高校对音乐教育第二课堂特别是大学生音乐社

团的不够重视,使得大学生音乐社团没有良好的生

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不能真正发挥对大学生音乐水

平的促进作用,严重制约了大学生音乐素质的进一

步提升。因此,高校应该建议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
从思想上对音乐教育第二课堂引起足够重视。同时

高校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大学生音乐社团的软、
硬件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对音乐教育的促进

和引导作用,从而推动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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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al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inChina:StatusQuoandProblems

———ACaseStudy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CHENZhang
(SchoolofHumanities,JiangnanUniversity,Wuxi,Jiangsu,214122)

Abstract Inrecentyears,moreandmorepeoplepayattentiontotheimpactofmusicaleducationon
collegestudentsandmusical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havearousedwideattentionbythe
wholesociety.Basedontheinvestigationfromsomestudent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his
paperusesquestionnairetosurveythestatusquoofmusicaleducation.Theresultshowsthatthereare
threeproblemsinmusicaleducation:studentsarepoorinmusic,settingofmusicalcoursesisnotreason-
ableand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ofmusical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arenothighlystressedinthe
school.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reesuggestions,thatis,theschoolshouldattachimportanceto
thefoundationofmusicaleducation,perfectteachingmethodsandteachingcontentsandstrengthenthe
supportofmusicalassociations.

Keywords collegeanduniversity;musicaleducation;universityculture;qualityofstudents;cur-
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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