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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进行已30多年,改革的成果体现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上。高校人才模式的改革向纵深发展,高校艺术表演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由精英教育培养模式,

向多元化培养模式发展。由此,如何面对当今艺术表演类专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类高校的

艺术表演教育模式有了那些突破和有效的探索,本文从当前艺术表演类人才培养模式现状进行了调查

和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改革思路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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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改

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改革的成果体现

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上。高校人才模

式的改革向纵深发展,高校艺术表演类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由精英教育培

养模式,向多元化培养模式发展。[1]社会

对音乐表演类艺术人才的要求绝不是只

能在舞台上演唱一首歌曲或演奏一段乐

曲那么简单,传统的单一的精英型培养

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目前市场对人才更

多元化和具创新性的要求。社会青睐的

是专业技能好、综合素质高、组织能力

强的复合型人才,高校培养的音乐表演

艺术人才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综合素质,

并且积极投身到为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

文化服务的大潮中去,才能找到广阔的

市场和展示的舞台。 

1 当前国内艺术表演类学科人

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1.1精英教育不是当今教学的唯一

模式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1977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有40年的的时间了,我国高等

教育不管在数量和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原来高考的录取率由原来的5%

以内,到现在的80%以上,可以说高等教

育由有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接

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梦想,高等

教育本质上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时

代发展。[2]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历来是

一种培养艺术精英的教育。对艺术表演

类专业来说,原来每个省招生的院校只

有极个别,现在是只要是普通综合类高

校都有艺术表演类专业。以音乐表演为

例,音乐表演专业传统的精英型培养模

式,主要是为各文艺团体培养歌唱演员

和演奏人才的。由于自身条件和学习的

时间长短,进入艺术表演类专业的学生

毕业从事艺术表演的不足10%,而大部分

的学生达不到表演级别的技术水平,但

又是按表演级别的学生要求的学习。所

以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都不同程度受

到影响,妨碍了这部分学生的专业发展。

鉴于以上情况,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兴

趣和以后不同的就业方向,将学生分类

培养,明确自己的专业定位。 

1.2割裂的课程结构 

高等学校艺术表演类专业的课程结

构往往是有以下几部分组成,以音乐表

演专业为例：(1)公共素质课(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治、

实用英语、体育、计算机应用基础、军

事理论与国防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等课

程)；(2)专业基础课程(基本乐理、视唱

练耳、初级和声、民族民间音乐欣赏、

歌曲分析与写作、艺术概论、中外音乐

史等)；(3)专业核心课程(声乐演唱、器

乐演奏、钢琴演奏、形体与舞蹈、合唱

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等课程)；(4)公

共选修课程(演讲与口才、公共关系学、

影视赏析、数码摄影基础、网页制作基

础等课程)；(5)专业选修(声乐组合、器

乐合奏、表演基础等)。三到四年的课

表被排的满满的,很多理论课占用的大

量时间,业余实践还有应付各门课的作

业和考试。学生的自主学习实践和平台

缺乏,更不用说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

学业涉及的课程门类过多,理论和实践

脱节,如何打通各个学习环节,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艺术表演类“编、创、

演、导”创新型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孕育而生。 

2 “编、创、演、导”创新型

复合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和培养

模式 

高等学校艺术表演类专业除去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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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精英教育模式,大量的学生的综

合能力过于单一,如何将各类课程有机

结合起来,让学生的在自主学习并且在

实践中得到提高,改变学生由原来教师

教,学生被动学习,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

教师引导的开放式多元化教学。以音乐

表演《合唱编创》课程为例,经过

2013-2020学年8年的实践,将“编、创、

演、导”创新型复合性人才的培养模式

的教学理念贯穿到以下教学模块,学生

的割裂的课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变被动

为主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动手能力

大大提到,毕业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

评。具体培养模式如下： 

2.1大师工作室模式 

一位在专业上的大师对学生的影响

是无穷的,是学生一生追求的目标。一位

大师不仅在专业和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

而且在师德人品上是学生难以逾越的高

峰。有了这份敬重,学生在学业上的学习

能力的无穷的,一位卓越的大师不光将

教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却要将整体

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教授的学生,并且确

立终生学习和从事这个专业的坚定信

念。有了这个信念,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

主动[3]。教师启发引导学生,使学生成为

创作、表演、编导、研究、教学一体的

创新型复合性人才。有目的,分步骤,由

浅到深指导学生亲自创作、改编一些合

唱作品,具体方式如给歌曲编写二部合

唱,再由此发展成为三部、四部、混声合

唱等方式。经过教师辅导,成熟的合唱作

品有同学们自己导演,自己演唱的过程,

这样学生能够各个课程综合运用起来,

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师生们共同

创编的《水乡的期盼》、《鄱湖畅想曲》、

《共和国之恋》、《老师我想你》等曲目,

多次荣获江西省合唱比赛的一等奖,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2专业团体模式 

一个优秀的合唱团体,是声乐表演

的最高艺术形式。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

术魅力,没有任何的声乐艺术形式能与

合唱相比。合唱团在专业指导老师的带

领下,为达到公共的目标而努力。这样目

标明确,指向性较强,师生的积极性较高,

教学效率高,演出和比赛效果比单纯的

合唱课成效明显。将“编、创、演、导”

分角色让各组同学完成,让学生在教学

的各个关节上都有锻炼,提供学生的学

习交流和实践平台,实现了实践与理论

的有机结合。5年里取得了江西省“畅想

鄱湖”电视大赛、江西省首届大学生合

唱比赛、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等比赛等四项一等奖；江西省第八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江西省第六届艺术节声

乐比赛等六项二等奖；“中国.集美”全

国大学合唱比赛常规组和流行组的优秀

奖等比赛。 

2.3项目驱动模式 

一场专业的命题合唱音乐会项目,

让学生团队在策划、创作、编导、演唱

等各个环节参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

想象力,往往的得到很好的效果。例如：

主题音乐会、原创音乐会、毕业音乐会

等,让每个学生施展才华,体验成功的喜

悦感,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自信,充分挖掘

每个学生的潜力,有利于艺术表演人才

的培养。2015年12月5日成功举办的“岁

月如歌合唱音乐会”和2016年江西省高

雅艺术进校园歌剧《党的女儿》等项目。 

3 “编、创、演、导”创新型

复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传统考试往往是单一的考核模式,

现将原来的单项课程能力改革到综合运

用上来,改变原来单一的个人考核,改为

团队考核。在创、编、研、导各个项目

上体现考核,重点考察学生的想象、组织

和综合分析和运用等能力。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综合工作能力提升,大大

增强了集体和团队意识,有利于适合多

个岗位不同要求[4]。 

4 结束语 

高校艺术表演类教学模式改革任重

道远,加快艺术表演类学生从精英教育

向创新型复合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根

据各类学生的特色和优势,建立多种模

式的人才培养改革。前提是加强教师综

合能力的提高和培养,通过各种科研平

台和学术交流方式,和国内外顶尖学府

建立长期合作和培养年轻教师的机制,

不断提高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高校艺

术表演类“编、创、演、导”创新型复

合性人才培养模式,是对我国高等院校

艺术表演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发

展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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