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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中小学需要怎样的“高材生” 

  尽管目前音乐教师的文凭越来越高，教师有个人素质不断完善，但却远远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对音乐教师的需

求。问题的结症不在于数量上的缺乏，而在于质量上的虚弱；不是“专业特长”的不精，而是“一精多能”的失

衡；特别是音乐教师们对现代音乐教育理念、儿童心理学和中外先进教学方法的掌握与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导致

这一结果的原因，恐怕要从高校音乐教育自身来找找。 

  中小学教育需要“有思想”的“高材生”。在现代音乐教育中，教育思想至关重要。没有先进教育思想引领的

教师很难将自己的高超技艺运用到教学中，既阻碍学生的发展，又延误自己的成长。但是，每年毕业来到基层的音

乐教育“高材生”们大多缺乏应该具备的理论水平，缺乏教学研究意识，虽能歌善舞，却思想苍白，导致教学入门

比较困难，自身成长缓慢。其实，他们在高校期间还是学过一系列教育教学理论的，但学生们是否重视？课程与实

践是否结合密切？管理力度是否真正足够？评价机制是否健全？回答是否定的。据“高材生”们自述，在高校的学

习中，他们最不感兴趣也最容易混过关的就是这些课程。 

  中小学教育需要“一精多能”的“高材生”。中小学音乐教学要求教师是“综合性”、“实用性”和“复合

型”的，也就是“一精多能”。而现在的高师音乐教育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们，技艺过于单一，主修钢琴的不会

声乐、舞蹈，主修声乐的不会舞蹈、钢琴，主修舞蹈的不会钢琴、声乐……虽然现在城区大部分学校都会根据“高

材生”的特长来搭配，形成一校多种人才的态势，以有利于学校教学和课外活动的开展。不过在教学中，面对目前

新课程中“感受与鉴赏”、“演唱演奏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探索与创造”和“音乐与姊妹艺术等相关文化”四

大板块的内容要求，技艺单一的教师难免显得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尤其是农村学校，在师资相对匮乏的情况

下，音乐教师有可能还要兼上美术课，急需“一精多能”兼“复合型”的艺术教师。现在一些地方试点的“综合艺

术课程”，也急需“一精多能”兼“复合型”的艺术教师。 

  中小学教育需要“懂心理学、生理学”的“高材生”。一名音乐教师具备了现代教育思想，拥有了“一精多

能”的技艺，他还必须针对所教年级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设计教学方法。特别是在小学，面对五六十个活蹦乱跳

的孩子，“高材生”们往往黔驴技穷，一筹莫展。笔者在农村小学教学期间，曾历时八年潜心研究小学的音乐教

学。我的体会是，在有正规的、系统的音乐教学情况下，一年级最难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虽然感受敏锐，吸收较

快，自信心与表现欲都很强，但太好动，个性强，纪律差，其他年级则相反。实践证明，小学低年级的音乐教学最

为关键。因为从生理与心理发展规律来看，低年级学生对音乐的感受与学习功效大于高年级。同样，当中学音乐教

师抱怨学生很差时，一定是他们在小学时没有打好基础。那么，要在小学打好基础，低年级教学一定要扎实。我在

探究“一年级音乐课，怎么才不难上”这个课题时，就认识到：只有以儿童心理学为支撑，才能创造出适合学生情

意与能力的教学模式。我的决策是：第一要顺应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多用综合课型，加大“动作”、“情绪”、

“体态反应”等审美体验的密度，让学生们身动、心动、情动---以动治动。第二要将知识技能揉进各种有趣的游

戏、表演活动中，让学生在有声、有色、有情的活动中提高音乐素养---以动促学。第三要建立严密的、科学的、

游戏化的课堂常规，使师生达成良好的默契，让教学在热而不闹、活而不乱、收放自如的管理中进行。 

  目前，高校毕业的“高材生”们都最怕到小学来，就是来了，也大多不愿上一年级。他们说没实习过小学，更

没实习过一年级。笔者建议，高师院校的音乐学院应加强儿童心理学、生理学的教学，并与实践相结合；高师院校

不但要拥有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实力雄厚的实验基地，供师生们共同挂钩实践，还要与偏远农村中、小学建立拉手

关系，供师生们了解、沟通与实践；高校要有一个更切合实际的学生见习、实习规划，以及相应的措施与评价机

制，把见习、实习重点摆在小学低年级，做到中学、小学相结合，早期见习、短期实习、期末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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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的“高材生”。课外艺术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拓展，相当多的优秀人才能

在此得到更大提升。但音乐教学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推进整体素质提高的。而课外艺术活动，也早就不是以前那

种少数优秀人才唱主角的领域了，它是给全体学生的和谐发展提供的一个大舞台。我们应学会“两条腿走路”，即

培养全体学生音乐素质的教学与研究是一条腿，提升优秀生才能的活动与方法是另一条腿。 

  但是，“高材生”们的精力和目光都爱投向少数优秀生，或一有比赛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连平时的备课上课也

一混了之。其实，这种状况与高师院校的应试、应赛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比如，高校常常有演唱大赛、演奏大

赛，却很少有模拟教学大赛；常常有毕业生表演汇报晚会，却很少有实习精彩片断演示汇报晚会，或教学实验研究

汇报交流会，等等。学校的环境因素对学生创造性学习音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包括学校领导、各科教师的看法与

引导。高校的“高材生”们非常需要学校“两条腿走路”的指导，非常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进行实践、进行研

究。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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