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3年第4期·　　　　 ·新西部

Education & Teaching丨教育·教学 Ｅ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到 课 堂 学 习 之 中 。 在 第 二 课 堂 教 学

中，教师可设计一些“红色音乐寻根”活动。

4、完善音乐教学评价，强化大学生综合素养

教 学 评 价 是 高 职 院 校 音 乐 教 学 中 至 关 重 要 的 “ 关

卡”，合理的、科学的教学评价可以促进大学生不断提

升自身的软实力。为此，浙江高职院校应逐步摆脱注重

选拔功能测量、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模式，采用具有反馈

功能的形成性评价，对学生知识与技能、学习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全方位考量。

根 据 音 乐 课 程 性 质 和 课 程 特 点 ， 形 成 具 有 音 乐 特

色的教学评价体系。评价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学习过

程，将学习能力、人文素养、创新精神等内容融入到评

价体系之中。评价方式方面，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采用

同伴评价、教师评价、专家评价等不同形式，使教学评

价更为全面。

（二）校外巧妙搭台，共促文化发展

1、搭建对外交流艺术平台，传承人文精神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

各个领域。大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自身软实力

的提升对区域经济文化传播、艺术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浙江高职院校通过音乐教育提升大学生

软实力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外交流平台的搭建。

秉 承 “ 交 融 互 鉴 、 创 新 发 展 ” 的 理 念 ， 立 足 大 学

生软实力培养的目标，搭建线上交流平台。一方面，与

其他院校联合共同搭建音乐资源共享平台，平台包含常

规化、特色化、个性化三个模块。常规化模块包含演唱

或演奏示范、名师讲座等内容；特色化模块包含浙江地

域有代表性的音乐文化；个性化模块可供师生将一些音

乐研究成果，实践风采进行展示，并设置相应的评论功

能，为学生音乐学习提供更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借

助新媒体平台，打造“音乐+服务”的模式。院校通过学

校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等方式传播音乐文化，

例 如 ， 整 合 校 内 音 乐 会 、 学 术 会 等 信 息 ， 发 布 一 周 资

讯，为师生搭建音乐交流平台。利用抖音号、视频号打

造视频直播、作品片段等内容，对社会美育发挥出重要

的作用。

2、搭建艺术实践平台，共促文化传承

理论联系实际的音乐教学方式，既能够提升大学生

的音乐能力，培养他们的音乐素养，还能加强音乐艺术

文化的传播，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基于此，浙江高职

院校应积极搭建艺术实践平台，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会实践活动，全面锤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浙 江 高 职 院 校 可 以 借 助 汇 报 演 出 的 形 式 提 升 大 学

生传承艺术文化的软实力，例如，组织以“中华魂民族

韵”为主题的音乐会，以合唱、独奏、合奏等不同的形

式展现民族传统音乐的魅力，透过音乐的形式向观众传

递 民 族 精 神 。 再 如 ， 开 展 “ 行 走 的 音 符 ” 社 区 实 践 活

动，与社区儿童“连麦”。一方面，通过音乐启迪儿童

智慧，培养审美情趣，促进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活

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总　结

综 上 所 述 ， 大 学 生 是 未 来 浙 江 文 化 建 设 的 中 坚 力

量，对他们文化素质的教育培养关系着江浙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为此，浙江高职院校应重视音乐教育对学生软

实力的培养，对内完善教育、对外搭建平台，切实提升

音乐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为浙江

文化的发展、传播奠定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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