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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提琴教学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小提琴属于乐器教育，它的教育目标是

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在当前的教育视野之下，顺应时代的变化，高校小提琴教

学也在发生着改变。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小提琴的教学改革也在进行，这对于当下的教师

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本文针对新媒体时代下的高校小提琴教学进行分析，阐述新媒体在小提

琴教学上的应用，探索当前小提琴教学中存在问题，并对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使得高校小

提琴教学能够更为高效，也能够让小提琴专业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音乐人才。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高校；小提琴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f Violin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不同程度

的改变，对于教育领域，它的到来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

了更好的契机，新媒体的特征在于能够为教育提供更好的传

播途径，能够提高教育的影响力，能够为教育提供大量的教

学资源，这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文化推进的作用，也能够让音

乐院校乘着互联网的列车，将音乐艺术传递的更远，让高校

的小提琴教育改革更为顺畅，使得高校的小提琴教育能够更

有效果，教育水平得到更好的提高。

一、新媒体应用的意义

新媒体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一项技术产物，它主要是指网

络、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代替了传统的报

刊和广播，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新媒体逐渐发展成信息传

播的主要工具[1]。在当前社会的发展中，新媒体延伸到了各

个领域，它在传统媒体的发展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手段，实

现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通过各个平台进行互相传播，

这样的传播方式让信息有了一个更新的概念，也让社会的发

展有了更多的可能。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提高，在教育领

域当中也会进行相应的教育融合，新媒体的魅力在于能够将

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有声有色的动画形式，展现在学生面

前，让学生们在欢乐中进行学习。小提琴教学不同于其他文

化课程，它所承载的教学内容不同与其他学科，这门课程需

要培养学生拥有正确的音感和强烈的艺术气息。艺术思维对

于小提琴学生来讲至关重要，它不仅体现在学习上，在未来

的音乐发展中，拥有良好的艺术思维也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

身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小提琴教学时，要充

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帮助学生增强音感能力。在愉悦的氛

围中进行小提琴学习，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学生的知识接受

度，进而在欢乐中进行音乐意识的培养。

二、新媒体时代对于高校小提琴教学的影响及推

动作用

小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在教育领域内发展了 200多年，在

这些年间，小提琴艺术在不断地改革和发展中前行。直至 20

世纪 60年代，小提琴教学才形成基础的规模，有了相应的

教学书籍，使得小提琴无论是从演奏还是实践方面，都得到

了细化。而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小提琴教学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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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融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让小提琴与新媒体有了融合的方

向，这样的教学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又让小提琴的教

学模式得到了拓展。在新时代中，新媒体+小提琴教学的新

模式为小提琴教育创造了一种更为新颖的教学理念，这推动

了高校小提琴教学的改革和创新，让小提琴教学的发展提供

了更为有力的支撑[2]。新媒体时代的出现，让小提琴教育变

得更为多样，教师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互相融合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能够有更为充分的学习，能够有更多的教学资源，帮

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完成教学任务。特别

是在疫情期间，教师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们不用到

课堂上来，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线上教学，切实的解决了实

际教学困难。新媒体在高校小提琴教学当中，有这重要的作

用和影响，它对高校小提琴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当前高校小提琴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纸质教材不够全面

在我国的音乐教学中，小提琴是近年来引进的乐器，很

多的乐谱或者演奏方式都是借鉴国外的，所以我们没有充足

的教学资源。高校的教师在讲解小提琴教学上，不能仅仅依

靠教师的技巧讲解和知识灌输，更多的是要让学生们通过对

照不同的乐谱进行细化的联系，让学生们有更多变的演奏，

而乐谱就是细化教师只是讲解的最好工具。对于小提琴的演

奏来讲，乐谱是演奏中最重要的辅助条件之一，没有乐谱就

实现不了演奏。而如今在高校当中，原版的乐谱资源是不够

充足的，而且一些乐谱在进口时也限制原版乐谱的出境数量，

这就导致国内的纸质版乐谱数量少，价格昂贵[3]。对于音乐

学院的学生来讲，这样的乐谱费用属实高一些。

（二）教学模式不够新颖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师时，很多时候都是注重技术

的讲解，教师采用较为单一的教学方式，将小提琴的演奏技

巧进行重点讲解，但是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却忽视了演奏

者对作品情感方面的表达。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知识讲解

时，都会过多的重视演奏技巧的训练，对于音乐的演奏表现

力关注的较少，学生们在学习中也是受到教师的教学影响，

更重视小提琴演奏的基础部分，而在演奏的过程中，没有对

乐句以及情感的书法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的演奏方式，会

影响到学生的演奏效果，也会埋藏学生的音乐感知和音乐天

赋，导致学生的音乐素养受到遏制，音乐表现力受到影响。

（三）新媒体教学技术不够成熟

高校教师在小提琴教学中多数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小提琴教学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和

改变，学校对于小提琴教学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让教师能

够适应时代发展，改变教学模式。但是对于一些教师来讲，

他们的年纪偏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不够，所以对新媒体

教学方式存在疑问，也无法正确认知到新媒体教学，这就导

致在教学上并不能很好的融入新媒体教学技术[4]。一些教师

有着专业的教学能力和演奏能力，他们会认为只有亲临现场

的演奏才能让学生掌握音乐的灵魂，他们也会认为新媒体的

教学是无法替代教师面对面直观讲解。所以在进行教学改革

上，很多教师还是较为死板，对教学缺乏趣味性，这就导致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四、新媒体时代对于高校小提琴教学的应用优势

（一）扩充小提琴的教学资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提升，高校的小提琴教学也得到

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学生们在学

习小提琴技术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互联网上挖

掘到更多适合自己的教学资源和素材，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

计划，借助互联网资源，制作更为良好的教案。以往的小提

琴教学都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学生的学习计划都是按照教

师的教学步骤进行，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适合所有的学生，

当新媒体技术的融入后，大大扩充了小提琴的教学资源，学

生们在学习上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音乐空间，教师可以让学

生根据选定的不同音乐视频或者素材等掌握相对应的知识。

而且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弱点，推荐更为符合学生学习的课

件和视频教学，也能够在课后帮助学生解决一些教学疑惑，

让学生们能够将学习的场地扩充到各个地方，使得学生的学

习效率得到提升。而且网络的普及化，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

自己的手机上进行知识的学习，利用手机的互联网技术，随

时随地对小提琴知识进行获取，也能够随时与教师进行沟通

交流。

（二）丰富小提琴的教学课堂

以往的小提琴教学都是教师向学生单方面输出教学，在

课堂上为学生们介绍乐器文化和表现技巧，教学方法也是单

向灌输和无限重复训练。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将原有的课

堂教学模式进行了突破，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再单一，很多教

师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多彩的教学教案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

们，学生通过这些有趣的动画或视频，对小提琴的教学能够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也能够更好的掌握小提琴的演奏技巧[5]。

教师在课前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对应的演奏家实况录

像，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们，让他们从演奏家的演奏现场进

行学习和摸索，这样既丰富了教学效果，也大大促进了学生

的学习动力，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演奏能力，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新媒体时代高校小提琴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创新新媒体教学平台

我们在对高校的小提琴教学进行改革创新时，要融合新

媒体教学技巧，打造一个新媒体小提琴教学实践平台，这样

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音乐理论知识和演

奏技巧知识。学生们通过在平台上对小提琴知识学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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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进步。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在课前为学生们创

造一些预习内容，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前了解一些课堂所讲解

的知识的相关音乐背景，让学生们能够对知识展开独立的思

考。在教学当中教师也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创建

一些小提琴网络课堂，录制一些课程视频，利用网络平台与

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沟通和探讨乐理知识，帮助学生

解决一些不懂的问题，和学生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帮助学生

增加对小提琴演奏的理解。例如教师在讲解小提琴的乐理知

识时，就可以在课前先准备好相关的知识内容，然后对知识

进行 PPT制作，其中可以穿插一些音频和视频，这样学生们

在学习起来会更有兴趣。课堂上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对学生

们进行知识的讲解，课下学生们可以在手机上登录教学平台，

对讲授的知识进行复习巩固，并且可以上传自己演奏的视频，

完成教师制定的课后作业。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们能够更

加融入小提琴的学习当中，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6]。

（二）丰富教学模式

互联网能够帮助小提琴教学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对教学

的分析和掌握，提升小提琴教学的成效。例如在当前我国的

纸质版小提琴乐谱购买较难且价格昂贵，很多乐谱在实际演

奏中还要涉及到翻谱等，这些都是难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利

用互联网的互通性，找到一些电子版的乐谱，这些电子版乐

谱非常普及，学生们可以自行下载自己想要的乐谱。时代在

进步，科技在提高，现在的学生们利用平板电脑甚至手机就

能够得到大量的信息，这样的便捷方式为小提琴学习者也提

供了更多的便利，让小提琴学习也变得更为轻松。教师在教

学中也要对此进行充分的应用，很多知识在教材中的讲解不

够全面，或者拓展点不多，教师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收

罗知识，在对学生进行讲解时可以以此为依照，为学生们传

授更多的知识。

（三）提升教师互联网教学技术

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今天，教育领域也得到了良好的渗

透。以往一些教师依靠教材和板书对学生进行教学，而这样

的方式对于小提琴教学质量的提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小提

琴演奏是丰富多彩的，如果仅仅依靠教师的一张嘴一支笔和

课堂演奏教学进行讲解，这势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质量，

所以想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就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帮助学生提高小提琴学习水平。互联网技术让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融合一些图、文、声、色等等，这些内容能够让学生

对乐理知识的理解更为全面，而且不同的知识呈现的方式不

同，也能够让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有多面性，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互动交流，图文的展示变换，都会让学生对于小提琴学习

产生更多更高的兴趣，学生学习起来也更加轻松。

六、结束语

互联网让社会发展变得更为高效，也让教育变得更为广

泛和轻松。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的到来能够提高教育的水

平，能够让教育变得更加便捷。高校的小提琴教学在互联网

的作用之下，能够从大量的数据中抓取出一定的资源，在教

学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和视觉。通过多媒体的教学

引入，能够全面实施教学改革，让新媒体与当前的高校小提

琴教学互相融合，从而全面提升小提琴的教学质量，帮助学

生能够个呢更好的掌握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也能够提高学生

的现场演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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