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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的“立德树人”要求落

到实处，教育部于 2014 年 3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教育部

将组织研究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

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2016 年 9 月 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

式发布，研究成果立足中国国情，制定包括社会参与、自主发

展和文化修养三个领域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研究成果

为中国新时代教育提出要求，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

模式指明方向。

现就高职音乐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及指标体系构建

的意义和研究作以下探讨。

2 当前高职音乐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存在

的问题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已将学生核心素养写入人才培养方

案，但大部分院校没有组织专家、教师细读研究成果，人云亦

云，将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工作束之高阁，并未真正应用于实际

教学，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导致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

中迷失自我。

2.1 缺乏大局意识

高职院校音乐类学生大多数注重专业技术学习，对思想

政治学习较少或态度不够端正。对家、国、天下的认知比较狭

窄，认为外界的一切与己无关，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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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没有担当意识和包容精神，思想觉悟不高。

2.2 缺乏文化自信、审美意识

音乐学生思想活跃、追求时尚、崇拜明星、喜欢表现、易于

接受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趋之若鹜，却对本土文化认识匮

乏，认为本土文化老、土，缺少闪光点，吸引不了大众目光，短

时间内不能将自己优秀面展现给大家，会影响自己在朋友心

目中的形象。

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华传统文化

历史悠久，历经上千年传承而来，信息资源何等的丰富与珍

贵。传统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积淀下来的知识、技术、信仰、

艺术、道德等众多内容，外来文化与其是无法比拟的。

在缺乏文化自信的同时，学生审美观念也会出现偏差，他

们不能深刻感受和欣赏生活的美好，不能够正确地处理、表达

思想和情感，艺术表现能力和欣赏水平有限。

2.3 缺乏社会责任感

使命担当对很多 00 后的高职音乐学生来说是不屑理解

和正视的，他们单纯地认为学习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什么

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等核心素养指标内

容与己无关、思想狭隘、目光短浅、钱权主义盛行。

2.4 缺乏创新意识

高职音乐类学生最大的专业特点就是模仿，动作、声音、

表情都是刻意模仿，缺乏自我创新意识，不能结合个人特点，

将自己的认知融入作品，死搬硬套，缺少灵性。

3 高职音乐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构建

的意义
为了有效改变高职院校音乐类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窘迫

现状，各高职院校应根据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标准要求，制订对

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对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模

式等工作作相应调整，并逐步改变教育理念。同时，也要结合

学生自身条件和特点，根据核心素养培养方案对学生个人发

展提出针对性、个性化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不断

探索创新高职院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模式。

同样，在践行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同时，高职院校也

应根据自身优势，结合音乐专业特点，制订更为详实的指标体

系，确保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在音乐教育教学中，要坚持将

审美体验、创造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等环节融贯始终，

这与教育部专家所发布的核心素养研究成果相辅相成，是对

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细化与发掘，将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高职音乐类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体系构建是一个长期的

研究过程。教师在掌握核心素养培养意义的基础上，应强化功

能、探索方法，通过各种教学活动和教学手段进行实践，努力

把专业教学的主体内容与核心素养融为一体。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不断充实彰显专业特色的指标体系，完成音乐类学生的

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构建独具特色的培养指标体系，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核心素养。

4 高职音乐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指标体系

构建研究
根据对高职院校音乐类学生问卷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

高职院校能将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写入人才培养方案，但总体

教学成果不明显，如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社会责任心不强、

社会服务理念薄弱、缺乏集体荣誉感等。如何改变此类学生的

现状？使之成为能够适应社会、愿意服务社会的人才，教育工

作者就应该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进行分解、细

化，务实、创新指标体系，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出既有专业知识

又有使命担当的综合型人才。

为加强高职音乐类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从根本上改变学

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学生的使命担当意识，需加强教育教学引

导，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要扩大学生知识

接触面，多实践、多创新。

4.1 文化学习

注重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学习，强化思想政治提升，明

确学习方向，适应终身发展，树立人生目标，遵纪守法，胸怀

天下。

各高职院校都应根据当前教育发展形势，积极转变人才

培养模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课堂，用思想武装学生。以南昌职业大

学音乐舞蹈系为例，该系在专业教学中将红色经典歌剧《党的

女儿》引入课堂，充分发掘和运用专业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元素教育引导学生。

4.2 文化普及

能够拓展知识面，善于对学习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乐于奉献，积极组织和参与文化普及活动。

文化普及旨在发展群众文化，以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近年来，

文化普及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顺应和满足群

众的文化需求，有效提高广大居民文化修养和欣赏水平。

高职院校音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多方位、多学科

学习，要掌握多种技能，以便适应社会需要，推动群众文化建

设。南昌职业大学音乐舞蹈系每年邀请教育专家、一线教师、

（下转第 60页）

素质教育 Quality Education

57



August 2020

教育科学发展 ScientificDevelopmentofEducation

2020年 8月

企业代表、群艺馆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研讨及修订，积极

响应社会需求，努力培养“一专多能”技能型人才，得到用人单

位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毕业生供不应求。

4.3 文化传承

了解、学习和掌握国家优秀的历史文化，增强对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高职院校要以音乐教育为“平台”，普及当地优秀传统文

化知识教育，开设民间传统文化（音乐舞蹈）传承教学，增加民

族民间音乐舞蹈创新课程，增加地方特色文化（音乐舞蹈）教

育，为今后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奠定基础。南昌

职业大学音乐舞蹈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 2015年启动“非

遗”文化进课堂活动。多年来，教师们将江西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赣南采茶戏（歌舞类）、永新盾牌舞、江西傩舞搬上舞

台。师生秉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教学理念，积极学习，努力创

作，2018、2019连续两年参加江西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

“非遗”文化在全省传播，特别是 2019年，编排大型原创舞剧

《梦回傩乡》，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有机结合，以点带面、以

面展点，得到参赏专家的高度评价。

4.4 文化创新

强化技能，掌握文化特点，运用专业技术（知识）对文化作

品进行二度创作，乃至创作出紧跟时代，有思想、有品位、有社

会影响的作品。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要求，创新教育正式进入高职院校和课堂。高

职院校音乐类专业既要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全局

考虑，整体设计，也要凸显专业技能特点和学生的自我发展

空间，有效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南昌职业大学音

乐舞蹈系为例，该系以舞台项目艺术实践为引线，创立了

“教、学、演、创、育”五位一体化培养方法，将多个项目（剧

目）引入课堂，引入实践教学。这种项目驱动式教育方式让

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对实践项目（剧目）进行喜闻乐见的二次三次创作

及原创。

高职音乐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指标体系构建还要在实践教

学中不断探索挖掘，积极寻找更加科学、完善的高职音乐人才

培养模式和方案，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

（技能），达到“核心素养”培养指标体系要求，为社会培养出更

多适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应用型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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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不同，它不仅必须完成该学

科的教育内容，而且必须完成一般学生发展所需的各种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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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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