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22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张诗梅 1 范家琛 2 高庆一 3

1.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 400715；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3.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 全球华语区，上海 200120
DOI:10.12238/er.v8i6.6178

[摘 要] 如何有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音乐教学活动的效率和质量，是音乐教学界当前面临

的重要问题。该研究基于音乐教学的现状与痛点，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分析了人工智能技

术在教学资源匹配、教学方案生成、教学成果评估、教学器材改进、教学场景拓展等五个场景

中的应用逻辑和模式，辩证地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面临的三项挑战，构建了人工智能在音

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方案，并提出了六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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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usic teaching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currently facing the music teaching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and pain points of music teaching,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
technology, analyses the logic and mode of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five scenarios, including
match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generation of teaching program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results,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quipment, and expansion of teaching scenarios, and dialectically discusses the
thre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12329’ programme, and put
forward six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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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

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人

工智能是让机器做本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做到的事情的一门

科学[1]，以求通过机器、系统或网络人工实现各种智能行为[2]。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提升[3]，到

2030年人工智能将贡献 15.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而中美

两国将占据其中的 70%。音乐领域是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板

块之一，人工智能技术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人类音乐智能，构

架其自身神经网络及算法生成，并应用于音乐感知、音乐研

究、音乐创作、音乐教学[4]。音乐教学是影响未来音乐发展

的关键性工作，深刻认识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领域

的应用，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本

文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应用的场景与

潜在挑战，并构建了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

方案，以求促进音乐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提升。

2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场景

2.1 教学资源的快速匹配

教学资源为教学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要素支撑，教学资

源的高效识别与有效转化是提升音乐教学效率和质量的重

要保障。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音乐领域的资料快速积

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留存有数以万计的音乐资源，同时

每天都有大量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这意味着音乐教学工

作者在选取教学资料之时，将面临海量的原始素材，如何有

效识别、甄别、辨别这些资源，快速筛选出与自身教学需求

及教学目标相匹配的素材，组合形成合适的教学资源，是当

前音乐教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传统情景下，音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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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者往往只能在自己知识储备范围内的素材中寻找教

学资源，或者使用通用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基于部分关键

词搜索可用的素材。但是相关活动的效率和精准性往往受到

极大限制，导致“想要的素材找不到，找到的素材不能用”

的问题。此外，一些音乐教学者会在生活情景中偶然接触到

一些可用于教学的音乐素材片段，但自身的知识储备却无法

对其进行快速识别，错失可用的教学资源。上述问题共同形

成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学资源识别与整合方面的综合性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预设的智能算法实现一系列智

能、高效、快速的音乐检索、乐谱识别、音频识别等教学资

源识别与匹配工作：

一是音乐的智能检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在短时间

内获得的，包括文本、音频片段、特征描述、实例等有限的

音乐信息，在现有的云端/网络数据库中进行快速筛选、匹配、

呈现，以文本、乐谱、音频或音序等形式向使用者提供目标

音乐的智能检索结果，实现外部音乐信息向有效教学资源的

实时转化。例如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QQ音乐等常见的

音乐播放软件都支持“听歌识曲”功能，这一功能就是人工

智能技术在音乐智能检索领域的应用示例之一。除了对目标

音乐信息的快速检索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基于机器学习技

术和深度学习技术，结合使用者先前的使用记录以及此次检

索的音乐素材特征，为使用者提供近似素材的推荐。例如当

我们检索贝多芬的一首曲子时，人工智能检索系统不仅会为

我们提供该首曲子的相关资料，还会为我们推荐贝多芬的其

他音乐资料、与该首曲子旋律相近的其他曲目、与该曲子存

在关联的其他曲目等推荐信息。这种高精度的智能检索和关

联推荐功能可有效提升音乐教学活动中对教学资源的检索

效率。

二是音频转化。除快速识别检索音乐资料外，人工智能

技术还能结合使用者的需求，在短时间内将音频文件转化成

为文本文件、视频文件、图片文件等不同形式的音乐教学素

材。例如将圆舞曲匹配上风格相符的无声视频或者是演奏该

曲目的演奏画面资料，形成教学视频。这种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的音频转化功能，能够以更加多元化的形态展现原本单一

的教学资料，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三是乐谱的智能识别与转化。除音频资料外，人工智能

技术还可以对更为复杂的乐谱进行精确识别和智能转化。结

合扫描设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纸质话的乐谱进行精准识

别、修正、储存，形成数字乐谱资料体系，提高教学活动中

纸质乐谱转存为数字乐谱的效率和精准度[5]。在此基础上，

人工智能技术讲数字乐谱智能转化为音频，实现音频和乐谱

之间的双向转化，提升教学资源的应用效率。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资源检索、匹配、转化

等领域的应用正在不断深化，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

术的不断演化，其检索速度、匹配精度、转化效率都在不断

提升，为音乐教学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夯实了资源端的基础。

2.2 教学方案的专属定制

“因材施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理念，但在教育实

践中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实现，在音乐教学中这一问题尤为凸

显。一方面，不同学生掌握的音乐知识、擅长的乐器、拟担

任的演奏角色往往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不同学生的学习

需求差异类别多样且复杂。一般情况下，教学老师很难对每

个学生的差异化特征与需求进行有效的统计与分析。另一方

面，音乐教学涉及理论学习和乐器实操等多个环节，教学的

整体复杂度较一般学科更高。一般情况下，教学老师也无法

制定实施在各个教学环节能够有效针对不同学生需求的系

统化教学方案。上述问题往往在教学实践中对音乐课程的整

体教学效率造成无可回避的限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则为实现音乐教学中的“因材施教”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学生学习能力

与需求的全面分析、系统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方案的迭代优

化三项工作：

一是学生学习能力与需求的全面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基于预设的程序编码以及学生自主输入的特征信息与需

求信息，对每一个学生的优势和教学需求进行智能分析，形

成专属化的教学分析档案。该档案既可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

自身的优劣势、真实需求、适合的发展方向等信息，也能为

教学老师制定和修改教学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二是系统教学方案设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教学

方案生成系统，能够基于课程教学宗旨、教学人员能力特征、

教学资源状态、学生的专属化教学分析档案，智能生成系统

化的教学方案。此类方案覆盖课程教学的全生命周期，依据

各类信息系统规划每一个教学节点、每一次课程、每一阶段

的细化教学内容、方法、要点，以便在最小程度增加教学难

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满足各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实现

“因材施教”的教学目标。

三是教学方案的迭代优化。最佳的智能教学方案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人工智能系统初次形成的教学方案仅是在初始

设置条件下的最优教学方案。随着教学进度的不断深入，学

生的能力特征与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资源都会发生

变化，而人工智能系统则可依据上述信息，阶段性地对原有

的教学方案进行迭代优化。即形成动态的最优教学方案，最

大程度提升教学效率。

2.3 教学成果的智能评估

公正化、专业化、启发性的教学评估，是有效评定学生

阶段性学习成果、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改进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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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助推剂。目前，音乐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状况的评

估主要以评估者的经验主义性的主观判断为主。例如在对学

生歌唱声音质量的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会使用“明亮、暗淡、

柔和”等主管形容词来对被评估者的“音色、音质、音强”

等属性进行判断，并将这些主观感受转化为定量性的具体分

数[6]。这种评估模式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潜在问题。首先，

音乐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领域，差异化的风格拥有各自的艺

术价值，而评估者的个人偏好可能会影响评估的公正性。其

次，在学生多老师少的现实背景下，评估者往往需要先后对

大量学生进行评估，而其精力和主观判断的精准性也会随着

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下降，不利于保证教学评估的质量。最后，

音乐领域中高水平的评估者较为稀缺，这也使得许多音乐教

学活动中的成绩评估效率低下。

此外，音乐教学过程中对教师的教学质量的评估主要采

用“学生期末评价+督导员视察评估+学生成绩评估”的评估

模式，这一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部分学生自身尚不

具备专业的教学评估能力，其评估结果比较容易受非教学因

素的影响。二是督导员的评估虽然专业却是阶段性的，无法

对教学过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跟踪和实时评估，容易引发教

学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是现有的教学评估活动并不能直

接为教学人员提供优化方案，容易出现发现问题但不知道如

何优化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升音乐教学过程中对学

生学习状况以及教学人员教学质量评估的质量与效率。一方

面，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

对各类音乐行为的评判标准进行多元化的学习和模拟，构建

发展专业领域的音乐智能评估程序用于评估学生的学习状

况。例如，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高质量的歌唱声音与低质量的

歌唱声音在频谱图形上存在频率、能量等指标的明显差异[6]。

编程人员可以让人工智能系统对这些评判标准进行学习和

演练，进而用于对学生歌唱活动的智能评估并给出相应的发

展建议。这种人工智能评估系统并不存在主观偏好，其评估

效率也不会受到工作时间的影响，更能够通过终端设备实现

多区域使用，进而弥补当前音乐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状况

评估所存在的三项缺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也能记录

每一次教学活动中教学人员的活动并基于事先生成的智能

评估体系对其进行实时评估，及时指出问题、总结优秀经验、

提供优化方案，进而实现教学活动的全生命周期实时迭代。

2.4 教学器材的迭代创新

乐器演奏是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乐器演

奏需要演奏者充分了解乐器的结构并拥有扎实的基本功。这

一特征决定了乐器演奏教学初期的教学效率低下，进而影响

整体教学进程。长期以来，乐器设计与制造行业的发展与音

乐教学活动之间都存在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不断深化，新型的智能化乐器如“The ONE

智能钢琴”“FIND智能钢琴”“GEEK 智能吉他”等也开

始出现，并于 2015年后快速发展[7]。这些智能乐器将人工智

能技术与传统乐器设计相结合，能够在预设的需求特征的基

础上，在使用者的演奏过程中进一步学习演奏者习惯，并对

乐器的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以便提升演奏效率。部分初级的

智能乐器则可以通过提示信息以优化演奏活动。例如，智能

钢琴可以根据演奏者的练习情况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在演

奏时会有显示屏对演奏者进行提示，辅助演奏者顺利完成音

乐演奏。智能乐器改变了传统乐器的演奏方式、教学模式与

年龄限制，不仅可以用于音乐表演，也可以用于音乐教学，

以降低教学难度，提升教学效率。

智能乐器虽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市场，但目前仍处

于发展初期，还并未达到普及阶段。其大规模研发、生产、

应用需要我国教育工作者与技术研发者进一步进行研究。

2.5 教学场景的空间拓展

音乐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到乐器等一系列教学器材，且

对教学人员的现场示范与指正要求较高，从空间维度限制了

音乐教学的时间长度和教学效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通

过智能音乐教学软件、智能音乐机器人、智能虚拟教学场景

等三个途径助力实现音乐教学场景的空间拓展。

一是智能音乐教学软件对音乐教学场景的空间拓展。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大量智能化的音乐教学、创作、

欣赏软件涌入市场。教学人员可以通过钉钉、伯索云、腾讯

课堂等软件在线上实现双向“一对一”、“一对多”视频上

课，进而实现相应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8]。例如，钢琴教师

在授课时可以亲自示范和点评，结合软件功能和主观经验及

时纠正学生的手型及指法、坐姿等问题。而学生参与远距离

课程时也可以及时接收到关于自身错误的智能提示和修正

方案，参照相关建议立即进行改正。相关软件配备的回放功

能与课后作业的布置、“人工+智能”双引擎及收取作业等

功能，也能在实现教学空间拓展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教学体

验和教学效率。

二是智能音乐机器人对音乐教学场景的空间拓展。虽然

智能教学软件的出现极大的延伸了音乐的教学场景空间，但

还需要依赖于教师，无法实现随时随地的教学。而智能音乐

机器人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智能音乐机

器人可以基于内设的程序实现音乐的自动演奏与教学，学生

可依据自身的学习需求对智能音乐机器人的教学内容、方式、

进度等进行调整，形成定制化的教学方案。目前市场上已经

存在的智能音乐机器人包括钢琴机器人、小提琴机器人、长

笛机器人、风笛机器人、马林巴机器人等。智能音乐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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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能在一些教学场景中部分替代音乐老师的作用，有助

于进一步实现教学场景的自由化。

三是智能虚拟教学场景。人工智能与元宇宙等技术的交

互，进一步为无教师、无设备、无界限的音乐教学提供了可

能。“人工智能+元宇宙”能够在虚拟空间内为学生提供虚

拟的教学场景与演练场景，学生无需自备乐器，只需戴上

VR设备就可以在元宇宙中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人

老师进行音乐学习，最大程度突破空间与乐器等现实物质对

于音乐教学的限制。此外，老师也可以基于“人工智能+元

宇宙”进行教学训练，学生与老师的双向训练，共同提升自

身的能力与现实空间中的教学效率。

3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面临的挑战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应用于音乐教学领域，且其应

用场景、模式、载体都在快速增加，但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

教学领域的应用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具体包括人工智能的

技术成熟度问题、数据隐私与版权问题、潜在的教育不公平

问题等三项挑战。

一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成熟度仍然不足。虽然人工智能技

术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且已经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应用实践，

但其发展与应用仍然未达到成熟阶段。目前投入应用的人工

智能技术主要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弱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人

类只能制造出具有部分智能特征的机器，但这些机器并不真

正拥有智能和自主意识，不能真正实现智能推理和有效解决

问题的智能机器。而音乐则是一个充满了自主创造和自主评

价的领域，弱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单凭自身独立解决音乐教学

领域的相关问题。在强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并成功应用之前，

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将更多地表现为教

师与基于弱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智能教学系统中的协同，共

同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

二是存在数据隐私和版权带来的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

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必须以海量的数据和要素作为前提。一

方面，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定专属化的教学方案和优化教

学流程，相关人员就必须对学生的特征信息、教师的特征信

息、教学过程中的数据信息进行广泛的采集。并基于机器学

习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让人工智能系统对相关资料进行自

主学习和分析，并最终形成高专业度的需求评估、问题分析、

优化方案制定等能力。但是，这些数据的收集和应用必须以

数据来源方的许可为前提。在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时，出于

隐私保护等动机，一部分学生或教师可能并不愿意提供相关

数据资料。该情况将极大地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数据基

础，进而降低后者的分析精度和应用效率。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资源整合领域的应用还涉及大量音乐

作品的版权问题。以智能音乐检索应用为例，如果要实现快

速向检索者提供被检索音乐的细节信息和完整音频，那么这

个智能检索系统的运营商就得购买该音乐的版权。而运营商

的版权成本也将随着其音乐素材库的扩大而快速增长，并最

终促使其在扩大规模和控制成本之间做出抉择。总体而言，

数据隐私问题和版权问题会显著滞缓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

教学领域应用规模的扩大和应用程度的深化。

三是各地区各单位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上的差异

可能导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作为高精尖技术的代表，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往往也伴随着一定规模的研发和应

用成本。并非所有地区的所有单位都有能力和有意愿承担相

应的成本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这一

特征会导致未来不同单位在人工智能化的音乐教学上存在

显著的差异。虽然投入差异导致的教学成果差异是一种正常

的现象，但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音乐教学带来的革命性

影响，政府机构、高校单位、音乐教师等主体仍需提前关注

相关问题，避免未来出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导致的音乐教育

绝对不公平问题。

4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多个途径影响音乐教师和学生，

进而提升音乐教学的效率。这种影响不容忽视，但并非一蹴

而就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协同衍化过程。为加速实现

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应用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本文特在

此提出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方案（详见

图 1）。

其中“1”是指一内核，即以多元数据为内核；“2”是

指二支撑，即政策支撑和技术支持；“3”是指三协同，即

音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同、音乐教师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

的协同、学生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协同；“29”是指二十

九项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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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方案

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必须以

包括教学素材数据、学生能力与需求数据、教师能力数据、

教学数据等多种类别的广泛聚合、系统分析、有效转化作为

内核驱动，为音乐教师、学生、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高效协

作提供数据基础。同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言科技，其在

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离不开包括国家战略、区域政策、行业

政策、单位策略的方向指引，更需要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等人工智

能技术的支撑。在此基础上，音乐教师、学生、人工智能技

术三者之间需要进行双向的协同合作，共同实现教学方案、

效率、成果的优化。在协同框架下，音乐教师需要向人工智

能系统提供包含自身能力特征数据、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

全生命周期教学信息等在内的系列数据，为人工智能系统的

智能分析提供资源支撑。人工智能系统则需向教师提供系统

教学方案并按期进行迭代优化，配合教师的教学需求快速检

索、整合、转化、提供教学素材，基于教学过程的全生命周

期记录阶段性地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等因素进行智能评估。学

生方面需要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向人工智能系统提供

自身的能力、特征、需求、学习信息，而后者则可在空间拓

展和音乐器具支持上为学生的自学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并对

学生的学习行为、效率、成果进行客观、专业、动态的评估。

最后，即便使用了人工智能系统，音乐教师也需要和学生进

行高频度的有效协同。音乐教师需要尽自己所能为学生提供

现场教学指导、学习资源支持、具备专业能力的成绩评估，

学生则需要向教师提供自身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反馈，并根据

客观事实，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估。

5 结语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在教育领域深化应用的背

景下，本文探讨了教学资源的快速匹配、教学方案的专属定

制、教学成果的智能评估、教学器材的迭代创新、教学场景

的空间拓展等五个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场

景；分析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成熟度不足、数据隐私和版权限

制、教育不公平等三点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应用存

在的挑战；提出了人工智能在音乐教学中应用的“12329”

方案。为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应用的效

率和质量，本文特此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一是提升对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认知与重视程度。以国

家战略为引领，结合产业发展态势和区域发展规划，以教学

单位为主体，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针对教学难点痛点，建

立差异化、定制化、高效化的人工智能技术音乐教学应用策

略；二是建立和完善音乐教学数据的治理机制。在充分保护

知识产权和数据隐私的基础上，预先识别、收集、整理、储

存包含音乐教学资源、音乐教学参与人员能力数据、教学过

程数据等在内的综合性教学数据，提升数据资源的转化应用

效率，为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的应用夯实数据基础；

三是推动针对性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基于音乐教学活

动的切实需求，以用户参与的模式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

教学资源检索、音乐教学方案生成、音乐教学评估等具体领

域的应用算法，提升技术供需两端的匹配精度与效率。四是

探索实施全生命周期式的技术应用模式。立足音乐教学活动

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制定实施阶段性的人工智

能动态应用模式，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需求分析、教学

资源匹配、教学方案定制、教学过程优化、教学评估等活动

中应用的有效整合；五是强化教师、学生与人工智能系统之

间的三方协同。要正确认识各类主体在人工智能化的音乐教

学活动中的定位、作用、需求，以教师与学生间的有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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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以人工智能系统与人之间的协同为拓展，结合不同

教学场景的特征，实施多层次、全方位、复合化的多元协同

模式；六是兼顾对潜在挑战的有效应对。要以辩证地看待人

工智能对音乐教学的影响，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治并重，实现

潜在风险的提前预测、及时感知、有效管控，进一步提升人

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领域应用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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