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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路径选择

牛　杰 ，赵经磊
（东营职业学院，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　要］加强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
综合素质；强化人文课程的设置，构建“多学科交叉、多元文化”的课程体系；建立科学的人文素

质教育培养和评价体系；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的环境；充分挖掘

与吸收教学中有利于人文素质培养的内容；教育学生正确处理“立德”与“立艺”、专业课和文化

课之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高校音乐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５９５（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９８－（０３）

　　 一、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现状

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问题，近来

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

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

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

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

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在化为

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树立责任感，引导学生学会

做人，包括学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

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１］

目前，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令人

担忧。笔者调查发现，不少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对

本专业以外的书籍都不感兴趣，许多学生没读过

《三国演义》、《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国

内外名著；在政治、英语等非专业课课程中约占半数

以上的学生或学习吃力，或成绩不理想；人文价值迷

失，精神资源匮乏，缺乏理想信念，不少学生对理想

的设定很低，对个人品位极不重视，不仅对文化课

的学习不屑努力，就是专业课的训练也兴趣一般。

学习、生活、竞争的动力不足，导致了不少学生精神

资源贫乏，精神世界近乎荒芜，不少学生往往不想

终身学习，不愿艰苦奋斗，贪图享乐，注重外表，不求

内涵发展，随风附俗，不求个性品位。［２］

导致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偏低的主要原

因：一是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小学教育长期在

升学“指挥棒”的压力下运转，推行的是应试教育，

忽视人文素质教育；二是目前音乐类“高考录取的

文化课分数”偏低，影响了音乐类考生在中学时读

书的刻苦程度和其他方面的锻炼。由于文化课分数

低也可以上大学，因此，社会上就有了“好成绩学理

科，差一点学文科，孬成绩学音乐”的说法；三是入

学后专业学习任务相对较重，人文基础课程相对较

轻，加之艺术专业的学生各种社会活动又相对偏

多，使得不少学生不仅文化课学习成绩不理想，甚

至连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过不了关；四是认识上

的误区。不少音乐专业大学生由于其专业的特殊

性，因而在吸取“知识”时往往比较注重“技巧”训练

而忽视人文素养的提升。无庸讳言，音乐的特殊性

在于“天赋”，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有了“天赋”就足

够了，要不要学习别的东西似乎无关紧要。唱、跳、

弹，讲究的是口形、动作、姿势，而这些只要有了“天

赋”就可以攻无不克。因此，一些人认为，与其花太

多的时间去读“死书”，不如爬“音阶”；与其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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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去体验“枯燥”，不如来练“歌喉”。于是，对文化

课、政治理论课等方面的学习常常不感兴趣，这种轻

视人文素质提高的想法导致了音乐专业的学生在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了偏差，使他们在成长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

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因为“人文科

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

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个精神的

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３］

二、加强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

养的着力点

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质较低的现状，亟待

我们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笔者认为，加强高校音乐

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选择如下路径：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

素质

教师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培养学

生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关键。如果教师的

人文素质不高，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

的学生。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影响远比教

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影响深远。这是因为，高校音

乐专业学生受人文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如果教师

缺乏较高的人文素质，学生便不会在他的日常教学

活动中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这样的教育和教师是

不可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的。由于种种原因的影

响，目前许多从事高校音乐专业教学的教师人文素

质也需要提高，为此，各高校应有计划地组织、举办

师资讲习班、研讨班，为教师创造各种学习进修的机

会和条件，为教师提高人文素质创造条件。学校还

应提出相应的人文科学知识水平考核和进修成绩要

求，以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文化修养，使其能够胜

任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教学要求。

（二）强化人文课程的设置，构建“多学科交叉、

多元文化”的课程体系

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高校音乐专业的课程

是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构成的。在这一课

程体系中，应当强化人文课程的设置，构建“多学科

交叉，多元文化”的课程体系。从宏观视角来看，新

的高校音乐教育观应当加强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互

动、互补关系，注重文化价值、文化生态、文化创造

力的构建和培养。因为音乐艺术专业应该是宽口径

的，它需要多学科文化知识的积淀，为此，学生需要

从学校构建的课程体系中涉猎许多相关的人文知

识，使学生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经典著作、饱享人类

创造的各种优秀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为艺术创作寻

找丰富的源泉。

此外，要针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文化素质普

遍起点较低的状况，大力加强学生整体文化素质的

培养，必须加强教材建设。从教材选择上来说，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在充分掌握学生的文化水平上选择

难度适中的教材。此外，在具体教学中应先提出音

乐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关系所在，具体的音乐知识涉

及文化的哪个方面等问题，使学生明白学习方向，然

后通过对问题的具体分析举例，最终培养学生自觉、

独立地将文化知识整合到音乐知识的专业学习中的

能力。

（三）建立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和评价

体系

科学、公正、合理的评价，是对教师劳动的尊重，

也是对学生学习的肯定，还是使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得到社会认可、教师的辛勤工作得到有效体现的关

键，否则就会严重挫伤师生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教学

质量。这些年来，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大力提倡人

文素质教育，各高校在此方面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另

一方面，各高校大都缺乏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和评价体系。音乐艺术教育是一门情感性、创造性

和个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如果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评

价体系随意性较大，目标指向较模糊，成绩衡量规范

度不高，就会导致教师在教学任务的完成、学科建设

与发展方面缺乏动力，也会严重影响学校对音乐学

科地位的认可与投入，还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这

是因为教育评价不仅具有选拔功能，同时还具有调

整、促进发展等功能。

（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文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当代高校音乐专

业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良好的学生道德品质

是提高大学生能力素质的精神动力，是决定大学生

才能作用方向的关键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智

力总是表现为从事某种专业或职业的知识和能力，

而他的德行总是制约着他智力的方向，制约着他的

动机和目的。应当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建

立起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这是关系到国家

与社会发展前途的大事。与所有大学生一样，音乐

专业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定型阶段，因此，对

他们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十分重要和关键。

通过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辱观，使他们进琴房

也要进“书房”；懂得贝多芬、莫扎特，也要懂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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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尔基；懂得聂耳、冼星海，也要懂得毛泽东、周

恩来。

（五）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环境

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环境是提高学生人文

素质的重要途径，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则是营造良

好人文素质教育环境的重要路径选择。校园文化对

于音乐专业大学生的成长、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意义

十分重大。首先，校园文化应坚持正确的导向功能，

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增强大学生抵制错误思潮、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其次，校

园文化要发展和升华音乐专业学生的兴趣，倡导高

雅健康的趣味，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再

次，校园文化应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进一步激发音乐专业大学生面向社会、面

向人民、面向改革开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热情，要旗帜鲜明地树立服务意识，理直气壮地倡导

奉献精神。

（六）充分挖掘与吸收教学中有利于人文素质

培养的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教书育人，充分利用一切

人文因素，挖掘各专业课教材中的人文内涵和美学

情趣，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的心灵，完善学生的

品格，从而使之成为更纯洁、更善良、具有美好心灵

的健全的人。其实，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富人

文情怀、文化底蕴的艺术门类，它更多地关注人生，

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应当说，音乐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

文素质教育的极好教材。教师在教学中一是要善于

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人

文因素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二是要用“榜样”的

力量感化学生。音乐艺术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有很

多音乐家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对艺术、对人生的热爱

与执着，身处逆境依然顽强拼搏、勇敢地与命运斗

争的积极人生态度，对青年学生都是极富教育意

义的。

（七）教育学生正确处理“立德”与“立艺”、专

业课和文化课之间的关系

针对高校音乐专业部分学生重“艺”轻“德”、重

“专业”轻人文素质的倾向，教师要通过循循善诱，

使学生在仰慕艺术家辉煌成就的同时，更要学习艺

术家不畏艰难、忘我奉献的艺术人格；在崇尚艺术

家浪漫情怀的同时，培养思想家的深邃与严谨，因

为艺术家同样肩负着塑造人类灵魂的永恒使命，作

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就更需要德艺双馨，“艺人”与

“艺术家”的不同称谓，其实是历史、社会对艺术工

作者的一种价值评判。要让学生真正明白这样的道

理：缺少思考的人生是荒芜的人生，而没有健康的

人格作铺垫，艺术也无法带给人生灿烂的阳光。［４］

教师还应注意引导学生处理好专业课与文化课

之间的关系。国家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在注重个

体发展、注重艺术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的同时，也提

倡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一个优

秀的音乐工作者应当是专业突出、文化知识广博、文

化涵养深厚的人。这是因为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

极富人文情怀、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综合性艺术门

类，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无法深入理解音乐作品

的丰富内涵，也无法开展创造性的音乐活动。因此，

必须在教学中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体制，引导学生

正确处理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在

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其他文化课的学

习，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素

质，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高素质的音乐工作者。

在新的形势下，要正确分析和看待音乐专业学

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要认真做好高校音乐专业

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工作，我们坚信，通过采取上述

措施，必定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开创高校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

质培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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