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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教育方向主要培养能够胜任中小学音乐教学、大学公共音乐课教学以

及社会美育工作的专门人才。其培养计划核心课程的构建应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从以下三方面能力

的培养入手：首先是基础知识；其次是专业知识；第三要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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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国开始设立艺术硕士专

业学位,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音乐领

域主要在表演、合唱指挥、艺术管理等

方向进行人才培养。近年来,根据社会的

需求,音乐领域萌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音乐教育。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教育方向培

养具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教育情怀、

扎实学识及国际视野,全面掌握音乐教

育基本理论与实践规律,并能够熟练运

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音乐教育专门人才,

秉承“厚植基础、激发潜能、完善人格、

追求卓越”的育人理念。根据该要求培

养计划核心课程的构建应体现“多元化”

的特征,以面对来自社会的“多元化”影

响,应该从以下三方面能力的培养入手：

首先是基础知识；其次是专业知识；第

三要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这三

方面核心课程都体现了“多元化”特征。 

1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教师教育方向研究生都

需要学修的部分,包括艺术与审美、教师

教育、哲学与人文、相关信息技术等方

面的内容。该部分核心课程旨在提升学

生基础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研

究技巧。可以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论写作、教育

艺术研究等等。 

2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涵盖了音乐教育方向研究

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音乐教育学、音

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

育史、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育技术、

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该部

分是以往音乐教育类研究生培养较为薄

弱的环节,例如在教育学专业硕士(音乐)

的培养过程中,很多院校并未开出针对

音乐的教育心理学、教育史、教育技术

等课程,只是讲授了广泛的教育理论,针

对性和目标性不够明确。 

该部分核心课程的开设对硕士点举

办学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不足。学校音乐教

育专业的教师很少有对音乐教育心理

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技术做过专

项研究,教师的学习经历中也鲜有接触

过专业音乐类教育理论的,因此要上好

该类核心课程存在一定困难。二是相关

教材不足,在各类数据平台上查找可以

发现找不到相关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

教育技术的专门教材,音乐教育史的教

材也是凤毛麟角,这也对开设该部分的

核心课程造成困难。但是,师资和教材的

匮乏正说明音乐教育艺术硕士的专业知

识方面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有发展的

空间,这也正是艺术硕士学位点音乐教

育方向建设的重点之一。 

3 实践技能 

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是音乐教育艺

术硕士和音乐教育学术硕士的根本区别

之一。根据国家艺术硕士教指委的的相

关要求,艺术硕士学位培养 低要求达

到50学分,其中实践类课程不低于30学

分,占比达到60%以上,可以看出实践是

艺术教育的重要特征。音乐教育艺术硕

士培养需要开设的实践核心课程呈现

“多元化”的特征,从提高艺术专业展

示、教学及研究、组织策划、理论实践

能力等四方面得到了体现。 

3.1艺术专业展示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在课堂上应该

展现演奏、演唱水平；同时在授课过程

中要运用所学习的音乐基础知识,对音

乐作品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讲解；要能

够对简短的音乐作品进行创编,开拓学

生的音乐思维能力,这些都体现了教师

的基本素质。因此在音乐教育艺术硕士

培养的课程中应该设置和器乐(钢琴)演

奏、声乐演唱、音乐分析和音乐创编的

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 

器乐(钢琴)演奏、声乐演唱的相关

课程也应该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例

如钢琴(键盘)综合能力包括钢琴演奏能

力、钢琴伴奏能力、钢琴合作能力、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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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弹唱能力等等,其中钢琴伴奏能力又

可以分为钢琴正谱伴奏能力和钢琴即兴

伴奏能力等等。研究生阶段课程的设置

应该有别于本科阶段,不能单纯设置钢

琴演奏课、声乐演唱课、器乐演奏课提

高演奏(唱)水平,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

况突出综合性、实用性,应着重加强钢琴

(器乐)伴奏训练、钢琴弹唱、钢琴(器乐)

重奏训练等内容,在意识上将钢琴、声

乐、器乐作为上好音乐课的“工具”,

切实提高用好“工具”的水平。近年来,

社会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教师的艺术专

业展示水平,例如在教师资格证考试面

试环节中,不论是欣赏课、唱歌课还是创

编课课型,都要求参考学生展示演奏或

弹唱能力,这体现了现代社会音乐教育

对艺术专业展示能力的重视。 

音乐分析和音乐创编类课程在研究

生阶段的开设也要讲究综合性,不要还

是按照本科阶段的模式开设曲式与作品

分析、歌曲写作等类型的课程,应开设类

似音乐分析学、音乐科技艺术发展研究

类型的课程,开设课程门类和教学时数

不宜过多,重点拓展学生对作品的分析

能力以及创编简易合唱的能力。 

3.2教学及研究 

艺术硕士音乐教育方向研究生应该

接受并参与音乐教学方法、音乐教学设

计、音乐教学课堂组织、音乐教学案例

分析、音乐教育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训练

和教学实践,具备较全面的音乐教学基

础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音乐教育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开设

有中小学教学法课程,该类型的课程明

确了中小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让学

生对课堂教学有了初步的认识,积累了

走上讲台的初级经验。到研究生阶段,

音乐教育方向学生只接触一般教学法就

明显不足了,学生要具备更强的研究分

析能力,一定要开展专门的音乐教学方

法研究和实践,根据个性发展,甚至应该

明确到具体的演奏(唱)教学法,例如钢

琴教学法、声乐教学法等等,结合这些教

学法的学习开展教学设计、课堂组织、

教学案例分析以及教育技术应用。 

3.3组织策划 

当好一名音乐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

组织策划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组织综合

性的演出活动、排练合唱、排练器乐合

奏等等都是音乐教师经常邂逅的。这类

活动要求组织策划教师有缜密的构思、

较强的专业指导能力和审美能力、极强

的责任心以及协调能力。因此艺术硕士

音乐教育方向的学生需在组织策划音乐

活动方面做大量的训练,可以结合学校

具体情况让研究生参与到本科生的实践

教学之中,同时严格开展到附近中小学

的实习活动,让研究生在实际的活动中

得到锻炼。 

3.4理论实践 

艺术硕士音乐教育方向研究生还应

该研修音乐教育论文写作方面的内容,

对自身的教学活动、艺术展示和排练活

动作理论性分析和总结。根据国家艺术

硕士教指委对获得学位的要求,音乐教

育方向艺术硕士获得学位要完成和自身

专业相关的毕业论文,要有明确的主题

和完整的论述,要围绕自己的音乐教育

实践展开研究性的调研与分析,要从相

关的美学、历史、文化等多种角度展开

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在研究中既要有

艺术表现、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达到

艺术性和学术性的融合,理论深度和艺

术表现的贯通。 

综上所述,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

教育方向核心课程的构建呈现了“多元

化”的特征,通过多类型课程的开设强调

人才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重探究”

的目标。做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不仅要

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还要有优秀的专业

展示能力,更要拥有科学细致的理论思

维,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才

能做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音乐教育方向艺术硕士专业学

位基本要求http://www.mfa.edu.cn/index. 

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9&id=149(中国艺术硕士网). 

[2]曹晓芳.大学音乐教育核心课程

的建设研究——评《高校音乐教育学核

心课程构建的理论研究》[J].高教探

索,2020(04):141. 

[3]孙芳.高校音乐教育核心课程多

元 化 理 论 与 实 践 探 究 [J]. 大 众 文

艺,2018(03):203-204. 

作者简介： 

刘戈(1977--),男,汉族,湖北武汉人,

硕士研究生,长江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钢琴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