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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建构与再构 ①

殷瑛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建构主义理论是一种促进课堂教学的知识革新、师生的学习建构和教学的情境创新的思想主张，它对音乐

教师教育改革的基础分析和方向思考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强调知识灵活生成的动态性、师生学习建构的专业性、师生

合作协商的协同性等，为音乐教师教育改革打下了知识基础、专业基础和情境基础。针对这一基础分析，文化的前期建

构、教学的合作建构、反思的重新建构的模型有助于思考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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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是一种促进课堂教学的知识革新、师生的学习建构和教学的情境创新的思想主张，它

对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基础分析和方向思考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音乐教师的培养体系中，手口相传、

手耳相传的学徒制有较大的争议，因为学徒制过于侧重音乐技能的训练，“导师”仅凭个人艺术经验来

传授音乐表现技能，未接受教育学和教学法的系统训练。然而，师范生和音乐专业学生进入真实课堂后

无法及时地展开音乐教学活动，这些方案的有效性正遭遇着种种质疑。建构主义理论为分析和改革这

些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促使音乐教师教育通过审视自身的知识基础、专业基础和情境基础，来学会挑

战和重构音乐教师教育的改革方向。

１　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建构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风靡了整个教育领域和心理领域，正对音乐教师教育产生着深远影响。面对目标刻

板化、策略固定化、评价单一化等困境，音乐教师教育逐步进入了改革创新的历史阶段。建构主义不是

一个特定的学习理论，而是一个理论视角的集群，涵括了既有差异、又有联系的许多观点。在知识观方

面，建构主义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提出质疑，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在学习观方面，建构主义认为，学

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师生建构知识的过程；在教学观方面，建构主义主张要为学生

创设理想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比如展开情境性教学、支架性教学以及合作学习

等［１］１８５－１８７。这些解释与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目标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强调知识灵活生成的动态性、师

生学习建构的专业性、师生合作协商的协同性等，从而为音乐教师教育改革打下了知识基础、专业基础

和情境基础。

１．１　知识基础
由于终身学习对动态知识的呼唤，音乐教师教育项目逐步认识到“音乐知识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

并由教师直接传递给学生的存在”，认识到“并非掌握了这些知识，教师在项目之后一定能成为卓越的

音乐教师”。然而，专业实践和日常实践长期以来存在着巨大的知识断层，前者关注科学知识，后者关

注日常的实践性知识，两者之间的知识地位有很大的差异。这两种差异逐渐缩减彼此的距离，并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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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知识，开辟了音乐领域中课目教育学知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ＣＫ）的研究方向［２］。课

目教育学知识融合了一般教育学知识，并将其表征为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教育课程项目；融合了教学

法知识，并将其表征为音乐教学的专业实践所需的音乐教学法、音乐课程与教学论等教师教育课程项

目；融合了课目知识，亦是音乐的学科知识，并将其表征为视唱练耳、钢琴、即兴伴奏等各种教师教育的

课程项目。课目教育学知识既是科学的，具有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等科学知识，又关注音乐教学经验

方面的实践性知识，并将不同的知识面在音乐教师教育中加以整合。

１．２　专业基础
传统音乐学科的课目知识教学，固守着自己的专业阵地，将教师教育的霸权掌握在音乐学科知识手

中。然而，课目教育学知识的出现，驱动了音乐教师教育的转变，也就是将音乐教学视为一种专业的实

践，将音乐教师教育的质量从音乐技艺的高低转向为有效教学和有效学习上。专业知识的创造强调知

识的表征和生效，因此，它不是简单地将课目教育学知识表征到课程项目中，而是关注教师教育课程设

置如何看待音乐教学、专业知识、技艺训练等哲学基础问题。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并不缺乏基础理论

课、表演艺术和技能课、音乐综合课等，但经历这些课程学习的毕业生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往往不能顺利

地“施教”，缺乏教学方法和音乐活动的组织能力［３］。为了凸显音乐教学的专业基础，教师教育的培养

项目需要师生探究和反思专业实践的多种基础和学习目标，促进在校学习、实习、见习以及未来真实课

堂中的知识创造。

１．３　情境基础
如果一味地提倡师范生和教育者在音乐教师教育课程项目中的合作，是较为抽象的。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不是脱离具体情境来建构知识，不是将抽象所得的知识迁移到其它情境中，而是师生合作创设出

适宜的教学情境、协商知识的获取并讨论知识的灵活迁移。音乐教师教育项目的一大困境，就是师范生

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无法应用到中小学的真实音乐课堂中去，无法应用学校所获知识来接近现实课堂中

的问题。技术型的音乐教师教育观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强调对学生进行外显音乐技能的训练，带

来学生对具体教学情境和自身教学行为的缺乏；实践型的音乐教师教育观具有“交往理性”的特征，主

张师生建立自由表达的对话协商的音乐学习共同体，鼓励师生对话中的碰撞，并促使学生对他人观点进

行思考并以此检视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反思中拓展和丰富音乐实践［４］。通过建立师范生与同伴、师范

生与教育者、师范生与一线教师的多层实践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音乐教师教育的情境和音乐
教学的反思性实践的关系被进一步触发了。

２　音乐教师教育改革的再构方向
由于音乐教师教育的知识动态性、专业建构性、情境协作性等特征，音乐教师教育的改革不仅是从

课程设置上改变知识的结构体系，还从深度的理论基础上对课程项目予以再次建构。根据教学法再构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理论，霍格森（Ｈｏｌｇｅｒｓｅｎ，Ｓ．Ｋ）和伯纳德（Ｂｕｒｎａｒｄ，Ｐ．）提出音乐教师教育的
知识再构，也就是对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及其关系予以再构，从科学的音乐学科知识转入学校课堂中的

课目教育学知识。针对音乐教师教育的知识再构，霍格森和伯纳德提出了一个教学反思的模型，分别是

文化的前期建构（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教学的合作建构（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反思的重新建构（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三个阶段［５］１９６－１９８。概括来说，教师教育项目的顺利开展与实施，首先需要预先建构和理解师

生关于音乐教学的知识储备情况；接着，通过课堂的实验教学、见习活动等日常实践，共同体合作建构音

乐教学的专业知识；最后，师范生在自身的专业教学实践中，达到对知识的重新建构，从而表征和创造出

自己独特的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

２．１　文化的前期建构
音乐教师教育项目的效果，长期以来被艺术家及其所从事专业实践的身份认同感所左右着，这既是

音乐学校训练专业音乐教师的优势，也是劣势。人们通常认为，成为一个优秀音乐教师的前提，是成为

优秀的音乐表演者。任何音乐教师教育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不是由高等师范院校单方面组织、设计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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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而是需要做好前提准备，沟通师范生、教育者、一线教师等多个群体的知识理解情况，做好前提建构。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音乐教师教育面临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西方当代音乐文化等多个方面提出的挑
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能一味地借鉴和复制西方教师教育体制，还要认真学习、深刻认识自己民

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培养对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才能更客观、准确地评价外来文化［６］。

２．２　教学的合作建构
音乐教师教育不仅包括职前的师范生训练，还包括职后的“国培”“省培”“艺术工作坊”等在职训

练，这些教学的合作建构进一步促进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师范生与教师、师范生与学生等多个群

体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师范生和教育者群体在教师教育项目、真实音乐课堂中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建

构。目前，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已从“教师在行动中认识和改进教学实践”的行动中知识（ｋｎｏｗｉｎｇ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的合理性论证，拓展为了“教师教育项目如何改革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策略”的可行性探
索。在音乐教学的培养模式中，人们对手口相传的教育实践非常熟悉，但对学生建构音乐学习经验、教

师反思教学经验的了解并不多，对反思和促进教学的一般教育学知识也不太感兴趣。音乐学习共同体

的概念和主张为这种困境指明了改革方向，但共同体如何建构和实施还需要得到深入的检验。

２．３　反思的重新建构
教师专业发展运动得以持续推进的前提，是日常实践知识的专业科学知识的整合。这两种知识对

教师专业成长来说都是重要的，通过反思性实践来重新建构音乐教学知识，成为当前教师教育改革的重

点所在。反思性实践是音乐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师范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实习过程，在反省

问题的同时，改进和优化自己的教与学。目前，反思性实践采用的方法有师范生和音乐教师向同行讲述

自己的困惑并寻求帮助的叙事法、观看教学录像实况并寻求帮助发现问题的微格教学法、随堂听课以发

现问题的观察实况法、合作讨论以发现教学问题的师生讨论法、从作业或试卷论文等文本中发现问题的

文献检索法等五种方法［７］。优秀的教师不仅是教学的行动者、项目的参与者，还会称为自身和同伴的

研究者，通过探究和研究的方式来努力达到思维和行动的统一。

３　结语
由上可知，如何理解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定位，影响着音乐教师教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策

略等多个方面。这种理解，从深层次上说，是由音乐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专业基础和情境基础所决定

的。当代建构主义理论带来的不仅是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变革，还启发了音乐教师教育改革中知

识建构和再构的思考，促进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表征与创作，促进师范生和教育者的专业学习建构，

从而打造合作共赢的音乐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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