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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 园 时 顺 带 提 到 对 大 学 生 创 业 孵 化 服 务 的 要
求，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总体要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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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方法探讨
张　美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摘　要：随着当前社会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高校教育事业也在随之不断发展。当前的我国教育事

业出现了一种教育新形式，即将互联网技术与课业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线 上 教 育 与 学 生 自 主 学 习。随 着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的学习方式的推广，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欢迎，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学生不断增加。在这样的教育发展

背景下，微课程理念出现并得到了完善。大学音乐教育方法应当积极接受新式教育方法，将原有的教育方法与微

课程理念相结合，以推动大学音乐教育的新发展。因此，将探讨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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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当前的高 校 学 生 群 体 中，选 择 使 用 互 联 网 进 行
线上学习的学生 越 来 越 多，许 多 高 校 也 在 使 用 这 种 新
式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也属于近年 来 比 较 常 见 的

事物，例如智慧 树、尔 雅 通 识 课 等 都 是 其 中 的 代 表，也
是在当前高校教学中比较普遍使用的 课 程。微 课 程 理
念是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 普 及 下 产

生 的，最 初 是 由 美 国 圣 胡 安 学 院 的 戴 维·彭 罗 斯 在

２００８年提出的，目的 是 为 了 促 进 学 生 学 习 的 自 主 性 和

增加学生的学习 可 选 性，通 过 精 细 简 短 的 课 程 提 高 学
生的学习效率。

２　微课程理念概述

微课程理念 首 先 起 源 于 美 国，它 是 随 着 当 前 日 新
月异的互联网技 术、教 育 事 业 观 念 和 社 会 经 济 的 快 速

发展而兴起 的。微 课 程 有 其 自 身 的 优 势 和 特 点，主 要

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是微课程的课 业 内 容 精 细 简 短，
即课程选择精细与课程时间简短的 结 合。其 中 一 节 课

大约仅在１０分钟左右，但是却能 够 通 过 精 细 的 结 构 设

计和新颖的展 示 模 式，使 课 程 精 髓 在 较 短 的 学 习 时 间

内得到体现，进 而 有 利 于 学 生 收 获 学 习 和 时 间 综 合 的

性价比；第二是 微 课 程 是 基 于 互 联 网 技 术 和 已 经 普 及

的互联网终端实现的。在今天社会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时

代，电脑及智能手机在学生中已经产 生 了 普 及，学 生 可

以通过相关ＡＰＰ或登录 网 站 获 取 学 习 资 源，并 且 能 够

自主选择学习课程，直接解决了以往 学 习 中 时 间、地 点

的制约因素；第三是微课程能够为学 生 提 供 定 制 化、多

样化的学习模式。学生登录微课程相 关 网 站 进 行 学 习

时，可以自主进行学习，将适合自己的 学 习 资 料 及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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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下载至网络 终 端 或 直 接 进 行 在 线 学 习，能 够 对 课

程进行多次观看 学 习，进 而 在 一 些 重 点 难 点 课 程 上 取

得良好学习效果，达到定制化学习的目标。

３　微课程理念对大学音乐教育的影响

３．１　推动大学音乐教育水平提高

科学技术 的 发 展 对 教 育 事 业 进 步 有 着 巨 大 的 推

动作用，直 接 影 响 着 教 育 事 业 的 生 产 方 式 和 模 式 创

新，微课程理念对大学 音 乐 教 育 的 影 响 同 样 很 大。传

统的大学音 乐 教 育 一 般 是 在 专 业 教 室 由 教 师 面 授 进

行的，虽然说音乐科目具有 自 身 独 特 的 灵 活 性 和 生 动

性，但传统的大学音乐教育 始 终 无 法 摆 脱 说 教 式 的 教

学方式。同时，为学生授课 的 大 学 音 乐 教 师 往 往 是 固

定的，当 部 分 学 生 出 现 难 以 适 应 音 乐 教 师 教 学 方 法

时，其学习效 果 就 不 能 保 证，甚 至 会 导 致 学 生 的 音 乐

学习积极 性 下 降。而 微 课 程 与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的 结 合

可以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 团 队 探 究 性 学 习，通 过 学

生经常使用的电脑和智能 手 机 进 行 学 习 的 方 式，让 学

生们感到新潮和趣味性，也 可 以 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学 习

积极性。同 时，学 生 可 以 在 教 师 的 引 导 下，在 网 课 中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教 师，进 而 直 接 提 高 自 身 的 学

习积极性。当学生们能够 沉 浸 到 音 乐 学 习 之 中，很 快

可以取得专业学习的进步，进 而 推 动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水

平的提高。
３．２　大学音乐教育应对新式教育理念的挑战

客观的来分 析，传 统 的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有 其 不 可 否

认的优势，就是师生聚集在一起进行统 一 学 习 和 授 课，
班级教学也可以让同学们在集体学习的气氛 中 取 得 进

步。但其仍然 具 有 较 大 的 局 限 性，即 与 互 联 网 时 代 的

发展、与学生 日 新 月 异 的 诉 求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出 入。目

前，网络课程对 于 传 统 的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模 式 有 很 大 的

影响，应用微课程到当前的大学音乐教 育 中，必 然 能 够

帮助其更好的应 对 新 式 教 育 理 念 的 挑 战，使 大 学 音 乐

教育在与互联网结合的新模式下继续发展。
３．３　促进大学音乐教育的创新与改革

微课程与大学音乐教育的结合必定 会 推 动 学 生 学

习的分散化、高效化和自主化。同 时，微 课 程 能 够 将 全

世界范围的优质教师、优质课程整合在 一 起，通 过 时 效

性极强的互联网 进 行 传 播，这 种 资 源 分 享 的 便 捷 性 和

实时性不但能够 使 学 生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得 到 提 高，也 能

够促进大学音乐教育工作者对自身教育方式 的 思 考 和

创新，更加尊重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主 体 地 位，从 而 促

进大学音乐教育的创新与改革。

４　构建微课程理念下的大学音乐教育方法

４．１　加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大学音乐 教 育 工 作 者 要 对 微 课 程 理 念 有 正 确 的

认识，要牢牢把握互联网技 术 下 的 当 今 时 代 需 要 微 课

程理念这一要义，在日常的 音 乐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 主 动

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与 微 课 程 相 结 合，给 予 学 生 更

强的学习主体性。例如在 一 学 期 的 课 程 设 置 中，设 置

三分之一的网络微课程自 学，回 到 课 堂 时 统 一 验 收 学

生的学习成果，再对其中有 疑 惑 或 有 问 题 的 地 方 进 行

辅导和引 导 即 可。微 课 程 理 念 下 的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必

须要 发 挥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体，促 使 其 自 我 学 习，个 性

发展。

４．２　整合大学音乐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优质学习空间

微课程应用到大学音乐教育体系中 势 必 需 要 较 为

完善的互联网 技 术 和 相 关 硬 件 的 支 持，相 关 高 校 应 在

微课程应用领 域 加 大 相 关 经 费 投 入，将 建 设 微 课 程 体

系作为大学音 乐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要 部 分，作 为 互 联 网 时

代下大学音乐教育方法的新潮流。在 学 校 微 课 程 平 台

上制定教 师、学 生 使 用 制 度，确 保 使 用 的 规 范 性。同

时，要有专人负责整合先进的大学音 乐 教 育 资 源，在 音

乐专 业 范 围 内 进 行 好 资 源、好 教 师、好 方 式 的 征 集，将

最适合学生学 习 发 展 的 方 法 融 入 微 课 程 应 用 当 中，保

证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学习空间。
４．３　加强师生互动，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在当前的微 课 程 融 入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的 过 程 中，势

必会出现很多 新 型 教 学 互 动 和 技 术 性 的 问 题，这 就 要

求我们在 教 学 过 程 中 培 养 一 支 强 有 力 的 音 乐 教 师 队

伍。大学音 乐 教 师 队 伍 要 对 微 课 程 相 关 的 互 联 网 技

术，对互联网终 端 例 如 电 脑 和 智 能 手 机 有 灵 活 熟 练 的

掌握，将优质的教学信息发布到微课 程 平 台 中，令 学 生

在主动挑 选 课 程 学 习 时 也 能 够 看 到 教 师 的 引 导 和 说

明。随着微课 程 的 深 入 推 广，想 要 学 生 在 其 中 取 得 一

定的成果，就 一 定 要 促 进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的 积 极 性。同

时，在微课程下的大学音乐教学中，音 乐 教 师 要 顺 应 发

展方向，在 微 课 程 平 台 中 针 对 课 程 开 设 讨 论、留 言 板

块，促进学生在学习之后进行交流和 讨 论，并 评 出 学 习

成果突出的前几名。以这种团队性的 学 习 讨 论 形 势 再

促进学生的下 一 阶 段 学 习，进 而 促 进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动

性。除此之外，教师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课程平台

４．４　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定制个人学习方案

微课程作为互联网教学工 具，也 存 在 其 缺 陷，即 不

能像专业课教师一样根据每名学生的特色 做 出 不 同 的

辅导教学，因此 就 需 要 我 们 在 使 用 微 课 程 进 行 大 学 音

乐教学时具 体 问 题 具 体 分 析。从 学 生 角 度 来 说，每 名

学习接受新事 物 的 程 度 与 学 习 兴 趣 点 具 有 差 异，我 们

在其中要为不 同 的 学 生 制 定 不 同 的 网 课 学 习 方 案，在

微课程平台也要提供有学生自主选 择 的 学 习 方 案。同

时，也要设计出 例 如“个 人 学 习 小 帮 手”、“个 人 学 习 指

导”、“个人学习 环 节 安 排”等 学 习 板 块，加 强 对 学 生 自

主学习的帮助和引导，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

５　总结

在当前社会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现 实 情 况 下，互 联 网

技术已经普及 到 了 千 行 万 业，高 等 教 育 行 业 与 互 联 网

技术的紧 密 结 合 已 经 成 为 当 前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大 趋

势。我们要在 互 联 网 技 术 普 及 的 大 背 景 下，把 握 微 课

程发展的要点，将其与大学音乐教育 科 学 结 合，不 断 探

究新式教学方法，促进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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