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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音乐

教学大纲（修订版）》以来，一批以大纲为核心、以

中职学校音乐教学需要为着力点、以有利于学生音乐

核心素养提升为目标、以坚持就业导向为原则的中职

学校音乐教材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全国中职师生面

前，彻底结束了我国没有单独系列的中职音乐教材的

历史。其中，由华南师范大学郭声健教授领衔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

术课程系列教材）》颠覆了以往音乐教材的框架和套

路，选用了大量符合当前音乐发展实际的案例和内

容，通过音乐鉴赏、乐理与唱歌、音乐与戏剧表演、

音乐与舞蹈、器乐演奏、音乐创作等六个章节，将教

师的音乐教学和学生的音乐学习引入了一个别具洞天

的音乐世界。

教材主编郭声健教授，是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博士生导师、粤港澳音乐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

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

批选专家、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在教材编写的把控上独具匠心，使得教材一经出版就

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得到了中职学校广泛的采用。

尽管主编及参编学者高深的音乐造诣凸显了教材

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但由于编写者中中职音乐教

学一线教师不足，教材的局限性依然存在。为了更好

地发挥教材的优势，完善教材的不足，我们有必要对

《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进

行理性认识，从中职音乐教学实际出发，科学合理的

分析、使用教材，进一步优化职音乐教学[1]。

一、《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

材）》与旧版音乐教材的差异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我国中职学校的音乐

课无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1979年4月，教育部制

定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

职学校在教学中参考这一教学大纲。但依然没有统一

的教材，造成了实际上的中职音乐教学边缘化。1995

年10月，原国家教委制定颁发了《普通高中艺术欣赏

课教学大纲(初审稿)》，先后在全国发行使用了辽宁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欣赏高中选修课本》、人民

音乐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普通高中音乐教科书》、人

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艺术

欣赏音乐》等教材。此时的中职学校或采用普通高中

的教材，或采用高等学校的相关教材。由于将音乐置

于艺术欣赏的范围内，而“艺术欣赏课”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音乐课程，同中职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内容相

距甚远，以至于中职与初中、小学阶段音乐教育不能

正常衔接，使中职音乐教育无法形成完整的课程体

系。1999年，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

设委员会委托音乐教育专家学者，根据现代化职业教

育的要求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编写了中等职

业学校的《音乐系列教材》。本套教材共分四册，即

音乐、器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这是我国第一套

专门的中职学校音乐教材。以此为标志，以中职学校

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音乐教材纷纷编写出版，多数

教材脱胎于普通高中的音乐教材，有着比较明显的

“嫁接”痕迹。郭声健教授领衔主编的《音乐（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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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编写体例更为

新颖、使用更为广泛。该教材相对以前的教材在课程

结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内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

融入的音乐鉴赏、乐理与唱歌、音乐与戏剧表演、音

乐与舞蹈、器乐演奏、音乐创作等六个模块，提升了

课程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反映出音乐学科不同教学内

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克服了旧教材以单一的欣赏为主

要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单一、学生学习范围有限的弊

端，为激发中职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有个性的

发展、增进职业意识和人生规划能力创造了良好机

会。

二、《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

材）》的编写特点

《 音 乐 （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系 列 教

材）》包括音乐鉴赏、乐理与唱歌、音乐与戏剧表

演、音乐与舞蹈、器乐演奏、音乐创作等六个模块，

其中音乐鉴赏是学生获得音乐文化素养的主要渠道，

属于基础性的音乐课程。其余5个模块，涉及表现（歌

唱、演奏）、创作及综合艺术（舞蹈、戏剧表演），

为展示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和自主选择学习创造

了有利条件。这样的编写构思由单一的音乐欣赏扩大

到综合的音乐鉴赏，在全面提高学生音乐素质和技能

的基础上，满足学生对音乐的不同兴趣爱好，鼓励具

有音乐特长的学生和音乐基础较好的学生，大胆选择

适合于自己的专业特长的内容，进行多方位的学习或

单项深层学习，使潜质不同、兴趣各异的所有学生都

实现其发展的可能性。教材在内容上贴近学生的生活

与音乐经验，注重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

会、音乐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教材以音乐文化为主

线，囊括了中国民间音乐、中国创作音乐、西方音乐

和亚非拉音乐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价值

观。教材既强调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弘扬，又重视对世

界音乐的了解；既强调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又重视对

现代音乐的学习。通过发掘音乐文化与其他艺术形式

的同构关系，整合与拓展了新的音乐学习领域，充分

体现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

念。在教材设计理念上从学生的需要和发展出发，选

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人物、事件，展示音乐历史的发

展脉络；选取最典型的音乐体裁及形式，表现音乐的

风格特点。每单元均突出一个点，如：民歌部分突出

色彩区；民间器乐部分突出丝竹乐与吹打乐；戏曲音

乐部分突出京剧。在作品选择上，体现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的方式，既有原汁原味的民歌和传统京剧唱段，

又有经过改编的民歌与交响音乐结合的现代京剧等。

教材的呈现方式充分考虑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统筹兼顾，每一章节的设计上都有一个突出

点，如：《音乐鉴赏》以“风格”为突出点，使学生

学会聆听；《乐理与歌唱》以“合唱”为突出点，使

学生学会歌唱；《音乐与舞蹈》以“舞蹈片段组合”

为突出点，使学生走近舞蹈；《音乐与戏剧表演》以

“会看戏”，能够进行简单表演为突出点，使学生走

近戏剧，《乐器演奏》以“小合奏”为突出点，使学

生学会一般的小合奏；《音乐创作》以“歌曲”为突

出点，使学生学会创作简单歌曲；实现了人文主题明

线与知识技能暗线的合理编排。以人为本的乐谱设

计，以主题方式组成单元，各单元由文字、谱例和图

片三位一体方式呈现，并配以光盘，利于学生的可

读、可听、可视，使课本能够真正为学生所用，同时

又兼顾和方便教师使用。教材还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

变革，每个单元都设计了研究性学习的课题，以引领

以体验、探究和开放性的学习为主的学习方法，倡导

音乐实践，使课堂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2-4]。

三、《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

材）》各模块内容体现

1.音乐鉴赏。内容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亚非

拉音乐、欧洲和拉丁美洲民间音乐、西方专业音乐创

作、经典流行音乐、中国文人音乐、中国２０世纪以

来创作音乐。（1）突出对各种音乐风格的把握和提

炼，以点带面，从小见大。（2）开放性学习，注重实

践，使课堂延伸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3）每个

单元都设计了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内容丰富并配有数

百幅精美图画。

2.《乐理与歌唱》。以乐理的学习为基础，以歌曲

类型和演唱形式为流线。（1）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

在合唱的前提下，倡导重唱、小组唱、表演唱、独唱

等多种体裁的学习。（2）作品类型、题材、体裁丰富

多样，注重歌唱欣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指

导、技能训练与自主表现的有机统一。（3）体现以学

生为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

3.音乐与戏剧表演。以戏剧的类别、发展演变和

音乐剧排演实践为主流线。（1）走近戏剧。教材从欣

赏各种戏剧艺术作品出发，识辨戏剧类别、样式、风

格、流派，整体把握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2）突出

以学生为主体的表演与配乐教学，把戏剧与音乐的结

合落实在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之中。（3）突出中国戏剧

的特点，强化课本剧的学习、戏剧小品的创编、配乐

和表演等，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学生的艺术

才能。

4.音乐与舞蹈。种类舞蹈、中西舞蹈、古今舞蹈的

全面展示。（1）舞蹈作品欣赏与表演实践并重，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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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舞蹈文化的多元性,又注重学生的舞蹈实践。（2）

关注并体现出音乐与舞蹈的紧密结合。（3）突出随乐

即兴舞蹈、创意展示等内容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

的创意表现文本与表现的平台。

5.器乐演奏。以中外常见乐器演奏、乐队合奏、吉

他与电声乐队为主流线。（1）在编排上有特色、有新

意，较好体现了本套教材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的编写

思想，符合中职生的兴趣爱好。（2）所选合奏曲目很

有特点，以多声部缩写形式出现，灵活、实用，给学

生提供了较好的体验、创作空间。

6.音乐创作。以歌曲写作为主线，兼顾其他音乐形

式创作。介绍了乐谱记谱规范和人声歌唱的音域与定

调。（1）欣赏领先，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创作热

情。（2）以歌曲创作为主要内容，重点突出，结构层

次合理、鲜明。（3）创作实践求质不求全。（4）开

放性的学习方式，设计了音乐采风与观摩的单元。

四、《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

材）》在编写和内容上存在的缺失

尽管教材编者对于中职音乐教学做了充分的研究

与实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职音乐教学从格局到形

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编写者中中职音乐教学

一线教师不足，《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

系列教材）》在编写和内容上依然产生了一些缺失。

主要表现是：

1.部分作品在教材体例框架内的定位不够准确。比

如：音乐美学常识章节讲壮美、崇高、悲剧等类型作

品，教材和教师用书的分析就存在忽视作品审美性格

多样性的弱点，有标签化的倾向。

2.部分作品的时代性与学生的音乐经验脱节。脱节

方式表现为，一是作品陈旧，有些已经基本退出当前

中职生的音乐视野。比如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

河北民歌《孟姜女哭长城》；二是过分追求作品的新

潮特性，存在盲目推崇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主义音乐诸

流派作品的苗头，比如瞿小松、勋伯格等人的作品。

3.一些经典曲目选择的不够恰当。许多经典的乐曲

如《梁祝》《春江花月夜》《第五命运交响曲》没有

被选取，忽视了不同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

4.教材为铜版纸彩色印刷，价格相对较高。应该分

黑白和彩色两种版本，以适应偏远和农村地区学生的

经济承受能力[5-6]。

五、优化使用《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

程系列教材）》的有效策略

为了优化使用《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

程系列教材）》，我们应该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

实际，采取一定的应对策略。

1.牢固掌握中职音乐教学大纲，熟悉教材，了解学

生和学校音乐设施情况。

2.根据学生实际和时代发展，合理调整、补充、取

舍教材内容。如在“高亢的西北腔”中增添学生既熟

悉又喜欢的西北民歌演唱者的一些歌曲。

3.将音乐故事与音乐知识教学结合起来，比如舒

伯特的《摇篮曲》和一份土豆烧牛肉、耳聋的贝多芬

创作《命运交响曲》、约翰·施特劳斯与众多“圆舞

曲”等，开拓学生的视野，巩固学生的音乐兴趣。

六、结语

应该说，《音乐（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

列教材）》是一套非常适合当前中职音乐教学的优秀

教材。它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基本理念，体现了

中等职业教育中音乐教学的培养目标，为每个中职中

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希望在以

后的教材修订中，更广泛地听取中职学校教师和学生

的意见，将音乐理论、音乐欣赏和音乐创作与时代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教材的理论体系，使教

材内容的经典性与大众性、人文性与艺术性、民族性

与世界性得到完美的体现。中职音乐教育事业要不断

地发展，音乐教材的研究工作就一刻也不应停止。只

有在现代职教思想的指引下，在中职音乐教学中潜心

研究和探索，才能随时为中职音乐教材的建设工作提

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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