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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探讨 ①

李婧雅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音乐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在阐述大学音乐教育中融入微课程理念的基础上，从音乐微课程硬件的制作、软件的制作、大学音乐微课程

教育指标体系三方面对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进行了探讨；针对大学音乐微课程教育存在经费不足、师资缺

乏、技术难点、资源浪费等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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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微课程的特点
据２０１２年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ｌｌｅｇｅ网站（国外）发布的一份关于移动平台体验和应用于教育的调查显示：现

今有７０％以上的用户选择具有自测功能的应用软件来辅助学习，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转变和创新
了受众的教育观学习观。微课程是以建构主义方法为理论基础、以在线学习或移动学习为目的的远程

教育形式，其优势是教学内容短小精悍，教学主题突出，教学结构形象具体，以情境教学，学生易学易懂

易掌握，不受时空限制，融合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具有远程教育开放性、延伸性、灵

活性、手段中介性、准永久性分离等特点。微课程巧妙的嫁接了电子网络信息技术，使音乐学习教育的

体验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２　大学音乐教育中融入微课程理念的必要性
２．１　大学音乐教育中微课程的渗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成熟的网络信息技术给微课程等新的学习方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外

在环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了便捷，也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甚至影响到人们思维方式的转

变，毋庸置疑也为大学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等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和机遇。微课程的教学手段正在创新音乐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方式，为“无缝对接学习”提供了一个

新的平台，深刻影响着音乐创作、演奏和学习及流传的方式，自成一种审美文化，培养审美风格和审美情

调，提升审美情趣［２］。

２．２　微课程对大学音乐教育提出挑战
传统的教育贯以教师与学生为中心，面授知识，学生以被动式学习方式接受来自教师传授的教学信

息，该方法适合大规模的班级制教学，却无法适应数字网络化教育模式的挑战。微课程教育理念的兴起

对大学音乐教育及其它学科专业教育开辟了佳径，对传统大学音乐教育提出了挑战。微课程教育融合

数字网络信息技术，以其迅猛的态势传播音乐知识，对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广作用。

２．３　微课程教学促使大学音乐教育进行变革
微课程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传播能力，以及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广泛应用，实现互联网络

资源共享的能力。微课程对以大学音乐艺术为主体的教学内容，且以全面直观及富有创造力为教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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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教学以学校为主体，以班级为单位的教育教学方式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不

得不破旧立新，寻求和探索大学音乐教育教学变革。传统大学音乐教育如何变革，使之适应网络时代的

无缝学习的市场需求尤为迫切。

３　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构建
３．１　音乐微课程硬件的制作

音乐微课程的制作需要计算机和网络作为支撑，其中硬件设备需要多媒体计算机及相关辅助设备。

微课程开发平台：个人ＰＣ机硬件可以使用的是Ｉ３第３代的ＣＰＵ，４Ｇ金士顿内存，详情见表１。
表１　微课程系统开发的硬件平台

硬件 配置

ＣＰＵ Ｉ３３３１０

内存 金士顿４ＧＤＤＲ３１３３３

硬盘 ５００Ｇ，５４００转以上硬盘

光盘 １６０Ｇ以上

显示器 １４寸１３６６７６８分辨率以上高分辨率显示屏

显卡、声卡

音频处理卡（处理音频信息，可以把话筒、电子乐器等设备输入的声音信号模数

转换、压缩，加工处理成计算机能识别的信号存入计算机，并将计算机运算处理

的数字化声音信号还原解压缩、转换成模拟信号通过扬声器输出或记录下来ｓ）、
ＣＤ－ＲＯＭ光盘机、视频卡（处理静止或运动的图像信号）

外部设备 麦克风、扫描仪、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影碟机、音响设备

３．２　音乐微课程软件的制作
大学音乐微课程强调的是音乐的特点和音色音质，不同的微课程教学内容，所制作出来的音乐微课

程有差异，需要合理运用好工具来制作［２］（见表２）。

表２　微课程系统开发的软件平台

软硬件 最低要求

ＣＰＵ ２ＧＨｚ
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３／Ｖｉｓｔａ
乐谱编辑与音乐录制软件 Ｅｎｃｏｒｅ，Ｆｉｎａｌｅ，Ｏｖｅｒｔｕｒｅ、吉他谱（ＧｕｉｔａｒＰｒｏ）、作曲大师简谱与五线谱合一版
音乐制作（音序）软件 Ｃａｋｅｗａｌｋ，Ｓｏｎａｒ，Ｃｕｂａｓｅ

声音处理软件 Ｗａｖｅｓｔｕｄｉｏ

文字编辑软件 Ｗｏｒｄ

抓图截图图片制作软件 ＨｙｐｅｒＳｎａｐ、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ｏｒｅＤｒａｗ，Ｗｉｎｄｏｗｓ画图工具

动画制作软件 Ｆｌａｓｈ、３ＤｓＭａｘ

视频影像素材制作与编辑软件 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高品质图像、数字视频、音频、动画等的多媒体软件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视频编辑软件 ＣｏｏｌＥｄｉｔ

视频转换软件 ＦｏｒｍａｔＦａｃｔｏｒｙ

微课程开发平台软件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

录屏软件 ＣａｍｔａｓｉａＳｔｕｄｉｏＳｎａｇｉｔ、ＣｙｂｅｒＬｉｎｋＹｏｕＣａｍ

３．３　大学音乐微课程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高教处［２００７］１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的意见》和教高［２００７］２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的文件精神，深化大学音乐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音乐教学质量，笔者在此尝试探讨大学音乐微课程

评价指标体系，以供探讨交流（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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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系数
评估标准

及量表

音乐学专业

音乐理论类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音乐史论专业、音乐教育专业 Ｗｉ

音乐表演类

钢琴表演专业、声乐专业、西方弦乐专业（小提琴、大提琴）、西方管乐专

业（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西方打击乐专业（非洲手鼓、爵士鼓等）、中

国民乐（如琵琶、扬琴、二胡、古筝）

Ｗｉ

新兴专业 音乐音箱导演、音乐编辑、音乐艺术管理、音乐工程、电子音乐、音乐剧 Ｗｉ

音乐微课

程类型

公开课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声乐、器乐、音乐基本理论、艺术概论、中外

音乐史
Ｗｉ

选修课

即兴伴奏、民族民间音乐概论、指挥与合唱、和声、钢琴、手风琴、民族乐

器歌曲写作基础、中学音乐教学概论、形体训练与舞蹈编排、舞蹈编导、

舞蹈发展史、舞蹈专业教学法、形体、技巧、民族民间舞、现代舞、代表性

舞蹈、身韵

Ｗｉ

精品课 中国音乐史与欣赏、曲式与作品分析、配器法、中外音乐欣赏 Ｗｉ

音乐微课

程设置

器乐微课程

中国乐器（二胡、扬琴、古筝、琵琶） Ｗｉ

西方乐器（小提琴、钢琴、单簧管、吉他） Ｗｉ

打击乐器（非洲手鼓、爵士鼓） Ｗｉ

声乐微课程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 Ｗｉ

理论性音乐

微课程

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音乐美学、音乐传播学、律学、

音乐欣赏、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世界民族

音乐、音乐教学法、乐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配器、复调、和声学、视唱

练耳、曲式与作品分析、计算机音乐制作、电子音乐技术理论

Ｗｉ

表演性音乐

微课程
指挥、音乐戏剧表演、音乐设计与制作、音乐治疗、歌剧音乐指导 Ｗｉ

欣赏性音乐

微课程
中国音乐史与欣赏、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外音乐欣赏 Ｗｉ

微课程教

学设计

微课程课时

布局
以学分制根据所学专业来设计课时分布 Ｗｉ

微课程方式

网络公开课：聆听音乐 Ｗｉ

精品课程：包括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践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现

场教学录像等课程资料
Ｗｉ

移动学习：线音乐类、音乐学习类、音乐欣赏类、音乐工具类、音乐创作

类、音乐游戏类
Ｗｉ

微课程教材
结合国内外优秀经典教材，根据微课程的需求调整和编著、创新适合的

教材教辅
Ｗｉ

微课程师

资队伍及

教育质量

评估

教师自评音

乐微课程教

育教学质量

职称、学缘、学历、是否“双师型”教师 Ｗｉ

教学态度 Ｗｉ

业务水平 Ｗｉ

微课程教学内容 Ｗｉ

教学方法 Ｗｉ

知识结构 Ｗｉ

督导专家评

估音乐微课

程教育教学

质量

微课程教学日志 Ｗｉ

教师授课手册 Ｗｉ

案卷调查 Ｗｉ

微课程听课调查 Ｗｉ

网友评论、留言 Ｗ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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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系数
评估标准

及量表

微课程师

资队伍及

教育质量

评估

学生学习质

量评估音乐

教 育 教 学

质量

学生本人反馈音乐微课程教师教育教学情况 Ｗｉ

学科课代表反馈音乐微课程教师教育教学情况 Ｗｉ

学习委员反馈音乐微课程教师教育教学情况 Ｗｉ

年纪学生会干部反馈音乐微课程教师教育教学情况 Ｗｉ

网友评价反馈音乐微课程教师教育教学情况 Ｗｉ

音乐微课程

优 秀 课 程

评估

大学音乐微课程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计划的修订与

实施、中期检查、网络评估、验收评估
Ｗｉ

教研室评估

音乐微课程

教 育 教 学

质量

大学音乐微课程教学水平、教学改革、教学管理 Ｗｉ

统计方法 ∑Ｗｉ＝１

　　备注：在表３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指标体系中未明确设定权重和评估标准及量表，可根据所在院校和所设专业进行
设置。

４　实现大学音乐教育微课程模式的障碍与对策
实现大学音乐教育微课程模式存在经费不足、师资队伍、技术难点、资源浪费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

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有关教育部门的重视并积极探讨出解决方案。

４．１　经费筹集
大学音乐微课程平台的建设和微课程视频录制、存储、维护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关于经费若能获

得政策扶持即能迎刃而解。在职称评聘中实施优惠政策或者实行增加课时酬劳等，鼓励和奖励制作开

发、推广音乐教育微课程的教师，在网络技术平台上适当投放广告宣传促进微课程新模式的推广和运

用，某些精品微课程实行付费点播。

４．２　师资队伍建设
在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要推广和运用微课程，对大学音乐教师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提高了要求，增

设了难关。因此，建议高校加强教师的计算机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结合声

音、图像、文字等信息符号制作相关教学资源并发布到互联网中，通过以微课程的教学方式来创新教学

手段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使单一的传统课堂成为网络化、信息化

的多元化课堂。

４．３　技术攻克
微课程教学模式的实现重在攻克音乐微课程的压缩与解压和存储。将声音图像等制作成为视频，

数字化后的微课程容量大，压缩编码上传下载对网络的传输速率要求高，对其存储空间的容量和安全性

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采用微课程在互联网的传输格式需要严格控制，可建议以ＦｌｖＲｍｖｈ的视频
格式存储，并且建议微课时间不超过８ｍｉｎ，在不影响音乐质量的前提下采用相对低要求的文件品质，以
缩减微课程文件的存储容量。

４．４　教学资源优化
由于现行的大学音乐微课程缺乏相应的建设标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微课程资源库整体规划，因此

导致微课程的共享程度低，资源存在极大的浪费。解决此难题需要着重解决和规范微课程的制作和存

储格式，建立一系列的标准化教学，如大学音乐微课程教学资源标准、微课程学习和使用说明书、微课程

教学环境标准、微课程教育服务质量标准。另外为提高微课程的建设质量，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开征集优

秀教师、教学团队，聚集优势力量和资源进行专业微课程的开发，以提高大学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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