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４年９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９
Ｓｅｐ．２０１４

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的尴尬 ①

张　莹
（中南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艺
术教育在当前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位。在中小学音乐教育方面，音乐教师的“过高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学校中地位

的边缘化，在艺术学成为独立的门类的当下，虽然形式上取得了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地位，

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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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小学音乐教育逐渐得
到国家层面的重视。１９８６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

计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明确了“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全面发展的方针”，确立了美育在国家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从而在国家意识层面改变了美术、音乐等艺术学科

在中小学教育中可有可无的地位。其后经过教学大纲、

管理体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完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中

国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彰显，直到２０１４年国家教育部发布
一号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

见》，由此可见，在国家层面对艺术教育重视的提高。

但从另一个层面亦可看出，国家之所以在新的一年

将艺术教育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对艺术教育

的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是我国目前艺术教

育发展还没有达到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从而以重要文

件的形式自上而下确定它的地位。

１　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的形成语境
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已经走过

了近３０个春秋，如果从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时间经
历更为久远，为何在中国新形势下却难以得到更完善的

发挥？以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主要实施者音乐教师为例，

音乐教师在中小学的“综合素质”可谓最高，不仅在音乐

教学上冲锋陷阵，而且在历史、政治、地理、语文等学科教

学上也时常看到她们的身影，不仅会唱歌，而且弹琴、舞

蹈、歌舞剧等艺术形式样样精通。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我

们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还是在这种现象背

后中国教育体制所使然，作为中小学声乐教师无疑最有

发言权，在这些“光鲜才能”的背后，透露的是一种生活上

和追求上的更多的无奈。究其缘由，当下以升学为目的

的“应试教育”可谓导致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的

第一原因。

首先，无论中考还是高考，中小学都面临着升学的压

力，而音乐并不作为升学的主要参考，这就决定了各学校

对待音乐教师的态度是边缘化的，而国家在艺术教育方

面针对中小学校又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在学校的师资中

又不得不存在，所以音乐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象

征，其代表艺术教育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这

样学校在师资力量的质与量上就不能够得到保障，于是

中小学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类师资是最薄弱的。因为师

资力量的缺乏，在满足学校艺术基本需求，进行音乐教学

时，教师总体力量就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学声乐的老师就

不得不肩负起弹琴、范唱、舞蹈等各方面的教学工作，这

一方面得益于教师在大学接受音乐教育的全面性，另一

方面也是被现实情况所逼迫使然，于是音乐教师的“综合

素质”被无限的夸大了。

音乐课在中小学中的命运，一方面容易被其他考试

用文化课所取代，另一方面因为考试、课时、职称等方面

的需要。音乐教师被迫去完成学校交给的临时授课任

务，于是在历史、政治、地理、语文等人文学科领域，或其

他要求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自然、劳动等课堂上就出现

了很多音乐教师的身影，将音乐教师的“综合素质”无限

期的放大了。

如此“高素质”的音乐教师对于那些想走专业道路的

学生而言自然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要求，如此很普遍的

情况就是学生离开自己交了学费的母校，到社会上找寻

辅导班寻找更专业的“老师”辅导，如此便催生了社会上

的艺术考试辅导热潮，一方面增加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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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负担，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生自身的人身安全，以他们

的年龄出来在社会上学习，自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２　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的影响
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

现象，是现存教育体制的直接后果，只要是存在应试教

育，只要在应试教育中不考音乐，那音乐教师的地位就不

会得到改善，他们的“高素质”依然会继续下去，如此对教

师、对学生甚至对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都不是好事。

首先它不利于音乐教师的培养。音乐是一门要求综

合素质比较高的艺术形式，不单单会唱、会弹、会跳这么

简单，他还有文化素质和背景知识等方面的要求，只有音

乐教师的综合素质得到真正改善，音乐教师才能在艺术

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过于

全面的技术素养往往不能保证音乐教师的专业修养。而

在现行条件下，音乐教师成为授课的工具，应付于音乐各

个形式教学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学科的临时授课任务，

这便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完善自身的专业素养，久而久

之也就成为授课的工具，不会在专业上有更多的追求，所

以，这对于音乐教师自身而言不是好事。

其次，它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碍于国家艺术教

育方针的具体实施。国家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

推广素质教育，通过培养全民的艺术素养从而提高全民

的艺术想象力，而想象力无论对于艺术的发展，还是对科

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在

艺术教育观念上，提倡与强调把艺术教育作为感知世界、

认识人类的一门重要学科，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技能训练，

他们的这种艺术教育观念根源于他们认为艺术应象其他

社会科学一样，能促进意识和对人类、对文明的认识，并

反映社会的意见和愿望，政治及宗教［１］。因为美国人认

识到，想象力的缺乏将直接导致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美国

人曾经把艺术教育确定为基础教育的核心，从而制定“国

家艺术课程标准”，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苏联的艺术教育

在培养人才方面走到了美国前面，从而导致美国在太空

竞赛中的失败，“美国人还深刻认识到，未来社会的竞争，

如果单纯从经济和技术方面考虑，就必然失败。只有把

人的文化素质考虑进去，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提高文化素质之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健康

而有效的艺术教育。”［２］所以，中国目前的艺术教育现状，

以中小学音乐教学为例，用如此少的师资来完成美国人

如此大的战略任务，无疑是勉为其难的。长此以往，自然

无益于中国艺术教育战略规划的实施。

另外，“综合素质过高”的音乐师资也不利于音乐专

业人才的培养。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非常重视其基

本功的训练，这就要求专业人员在其早期就应当接受专

业训练，这在城市基本问题不大，就是学校的教育难以满

足专业的需求，城市中的中小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

来获得比较专业的训练。但是对于农村中小学的较有音

乐天赋的学生来说，如此的师资配备简直就是灾难，一方

面他们没有出去接受专业训练的意识、胆识和修养，另一

方面他们也很难接受高昂的专业培训费用，而在自己所

在的中小学又难以满足他们专业发展上的需要，于是就

算是极有天赋的中小学生，也在这种环境下慢慢湮没了，

对中国今后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肯定不是好事。

３　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过高”的解决办法
鉴于国家已经在政策方面对艺术教育作出重要支

持，在实践层面也就为艺术教育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就看

基层教育单位如何去贯彻这一方针了。从当前中国艺术

教育的现状出发，中小学音乐教育必须告别教师“综合素

质过高”的尴尬，走出一条更加专业化的道路，从而有效

配合国家艺术教育方针。

首先需要积极加强师资建设，建设更加专业化的师

资队伍。只有走专业化的道路，音乐教师才能在自己擅

长的领域内作最积极的探索，无论是自己的专业素质还

是文化修养才有可能得到较好的提高，有专业化的师资

作保障，无论是从大众音乐教育还是从公共音乐教育方

面，才能发挥艺术之于人的积极影响，从而配合我国素质

教育的发展。

另外要保证音乐课课程的开课数量。在当前素质教

育全面实施的机遇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保障音乐等

艺术学科在中高考中的比重，在全民尚未认识到艺术教

育之于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性的同时，用逼迫的手段提高

艺术在全民意识中的地位，进而在形成全民集体无意识，

让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教育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和语文、

数学、物理等学科一样重要的艺术学科。２０１１年中国教
育部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无论

是意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其地位相较于其他学科都要

差得多。

在艺术教育体制方面，尽快形成标准的艺术教育评

价体系，尽快实现由行政任务向自由学习的过渡，这才是

实现中小学音乐教育良性发展的根本所在。

４　结　语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中小学艺术教育所处的尴

尬地位，也就决定了中小学艺术师资在中小学中的地位，

他们用自己过高的“综合素质”证明着自己在学校中地位

的边缘化。由此也可看出，纠正全民根深蒂固的意识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在既有体制之上做

全方位的改革和实践。素质教育亦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完

成的事业，艺术教育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中小学音乐教

师“过高”的综合素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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