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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践行，三学会”与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素养的对应关系
——对高校音乐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途径的新思考

王亚龙  

（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河北 邯郸  056000）

摘要：“一践行，三学会”是《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在聚焦于师范专业学生培

养这一核心问题的前提下，对高校师范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所设定的具体内容。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果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以及达到学生和

以中小学为主体的用人单位的满意程度，是其培养目标制订和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①。本文试图将“一践行，三学会”与中小学音

乐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专业素养表现相“对接”，旨在探寻高校音乐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新途径。

关键词：高校；音乐学；师范专业；师范专业认证；中小学音乐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更加科学地评估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状况，推动

高校的师范类专业内涵建设，确保师范类毕业生的整体素质达到

一定的标准，督促各高师院校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能力和培养

质量，教育部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印发了《意见》。为此，全国

师范类高校陆续投入到为通过认证而积极的准备工作之中。笔者

在梳理河北省的八所高师音乐学（师范）院校的培养方案时发现，

其准备工作更多的是关注怎样在《小学（或中学）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第二级）》和《意见》要求的指导下去制订培养方案及设

计教学大纲，而在对课程的设置与实施的评价方面却涉及甚少。

特别是针对能否适应社会需求以及达到学生和以中小学为主体的

用人单位满意度的评价研究方面出现了较大的空白。评价的缺失

必然会增大高校认证准备工作的盲目性，同时也会影响到高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

笔者经研究后认为，导致高校评价缺失的原因有三：1. 评价

意识淡薄。培养方案的制订者只注重了“做什么？”和“为什么做？”

的环节，却忽略了“如何做？”和“做得如何？”方面的思考；2. 评

价手段单一滞后。高校管理者的评价理念仍然停留在对师范生的

考察、考试等传统意义的评价方式上，缺少诸如过程性、定性评

价等更加科学的检测手段介入；3. 对新时代中小学音乐教学一线

的需求缺乏必要的了解，削减了评价的针对性。故此，怎样将高

校音乐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内容与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素养的

实践表现密切联系起来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一践行，三学会”的内涵

国家师范专业认证的最终目的是考察高校人才培养结果是否

达成了培养目标所述的基本规格，高校师范生在毕业时能否达到

“一践行，三学会”——即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和学

会发展这四个方面的核心能力和素养的要求。《意见》明确提出，

高校在通过二级专业认证合格时必须关注八个指标点：1. 师德规

范；2. 教育情怀；（属“践行师德”）3. 学科素养；4. 教学能力；

（属“学会教学”）5. 班级指导；6. 综合育人；（属“学会育人”）

7. 学会反思；8. 沟通合作。（属“学会发展”）。虽然各高校在

研制培养方案时有很强的自主性，努力追求特色。但是在设计方

案中的培养目标时一定不能脱离这八个内容的框架。（见表 1）

表 1　二级专业认证要求下培养方案中的八个指标点（音乐学）

目标 八个指标点 指标点中的部分具体内容举例

践行师德
1. 师德规范 党的教育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四有”好老师，《教育法》……

2. 教育情怀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热爱教育事业，理解音乐教师特点……

学会教学
3. 学科素养 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技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4. 教学能力 教学、评价管理能力，音乐实践能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

学会育人
5. 班级指导 坚持德育为先，班级组织与建设方法，开展班会、音乐实践活动……

6. 综合育人 理解音乐学科的育人价值，并将其渗透于教学过程中……

学会发展
7. 学会反思 具有终生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掌握反思方法与技能并解决问题……

8. 学会综合 具有团队精神与沟通合作能力，能够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观点……

三、“一践行，三学会”落实的缺憾会引发的问题

无论是在哪个学段，教学中都会常常出现一种谁也不愿看到

的教学现象——学生也学了，教师也教了，可是其结果却是差强

人意。《办法》的出台，就是为了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假如高校在“践行师德”目标的落实上出

现瑕疵，师范生在未来从事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时就难免犯错误；

如果高校在“学会教学”目标的落实上不到位，就有可能给师范

生未来从事教学工作带来诸多的困惑；如果高校在实施“学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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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上做得不够充分，就会导致师范生出现“只会教书不会育人”

的现象；如果高校在“学会发展”目标上落实得不到位，难免使

师范生的专业成长受到制约，停滞不前。不妨举几个典型的实例：

（一）“践行师德”落实不到位可能引发的问题

在三观出现危机的当下社会，玷污教师神圣职业的现象时有

发生。究其原因，是这些枉为人师者在成为教师之前的受教育过

程中，在师德培养上出现了问题。如果师范类高校在师范生的培

养过程中对践行师德课程有足够的重视，使其在学习期间就逐渐

建立了一颗仁爱之心和形成了一定的依法执教意识，他们在未来

的教师岗位上就不可能犯下诸如体罚学生、触及法律“红线”的

错误；新时代的教师倘若能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就不会索要学生

的钱物，而是将肩负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荣耀；如果教

师具备基本的道德情操就不会不知廉耻，去剽窃他人的文章……

要杜绝这些现象，不正是有赖于师范类高校在“践行师德”内容

的培养上精雕细琢吗？

（二）“学会教学”落实不到位会导致的后果

新的课程理念、教学方法以及音乐专业基本功都是音乐学师

范生必备的专业素养，是新时代中小学音乐教师在课改天空中自

由翱翔的双翅，二者缺一不可。如果音乐学师范专业的高校在落

实“学会教学”的目标上打了折扣，师范生在未来的课堂教学中

难免会出现以下问题：

1. 课程理念不清晰，教学目标含糊

音乐课程理念是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

理念，教学方法的选择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其相关要求在

《音乐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中都有详尽的解读。然而，

由于本地区的音乐学师范类高校对师范生学习《课标》的教学重

视不够（表现为：课时少，评价草率），导致许多师范生站在中

小学音乐课堂的讲台上却不知将学生引向哪里，出现了“新课程

虽然给了教师更大的自主空间，但却不知道该怎么上课了”的现象。

2. 音乐专业基本功匮乏，只能做设备的“操作手”

音乐专业基本功是中小学音乐教师上好课的“底气”。有些

教师由于“底气不足”，在课堂教学中既不愿出手弹琴，也不敢

当众范唱。一会儿操作音响，一会儿摆弄一下多媒体，身上唯独

缺少音乐教师应有的气息。教师的“底气”从何而来？为什么教

师会在音乐课堂上出现如此尴尬的现象？答案显而易见，是因为

他们在高校的学习期间就没有练成过硬的音乐专业基本功。所以，

“学会教学”培养内容落实的“精准到位”，对于未来的中小学

音乐教师能够很好地胜任新时代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是何等的重

要！

（三）“学会育人”落实不到位会出现哪些现象

在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下，经常有教师会因为急于应试而

忽略“育人”，出现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这显然有悖

于立德树人和德育为先的新时代教育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虽然

没有面临应试的压力，但也不能只注重学生对音乐学科本身的学

习，只是在培养学生音乐“双基”的学习方面下功夫。因为那样

会忽略音乐学科的育人价值，不利于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完

整形成。所以，对师范生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的培养，是师范类

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又一值得重视的课题。

（四）“学会发展”落实的不到位又会怎样

教师的终身发展离不开反思与沟通意识的建立及其能力的培

养，而这些“功课”同样需要教师在师范类高校的学习时期去完成。

如果这一过程出现缺失或做得不到位，师范生在成为中小学音乐

教师后就容易出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情绪，进而导致其在专

业成长上徘徊不前，教书育人的能力也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四、“一践行，三学会”与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素养表现的“对

接”

音乐学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状况，最终是要以师范生

在未来胜任中小学音乐教学改革发展的状况程度来评判。也就是

说，中小学音乐教师在学校工作的整体能力表现最能证明高校音

乐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那么，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素

养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哪几个方面呢？

（一）能站好“三尺讲台”

学校以教学工作为中心，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讲台是教

师工作的“主阵地”，上课和准备上课是教师工作的基本常态。

随着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新时代中小学音

乐教师专业素养的要求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教师若想具备站好“三

尺讲台”的能力，首先需要牢记党的教育方针，并建立起“立德树人”

的思想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使教书育人的言行能沿着正确的轨道

前进；其次，要懂得《教师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执教；

再次，要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与科学的教学方法，从而在教学过

程中做到游刃有余。而这些能力素养的获得，都依赖于高校所制

订的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一践行，三学会”的落实。

（二）能胜任课外音乐社团的组建与辅导工作

课外音乐社团活动的组织与训练是音乐课堂教学的延伸，是

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

业素养能力不仅体现在能够较好地完成课堂音乐教学，还要在学

校的课外社团组织与训练的活动中有所体现。比如，学校的合唱、

舞蹈和乐队等社团的组织与训练工作，都需要具备一定能力的音

乐教师来承担，哪怕教师能胜任其中的一项社团工作也好。这些

能力素养的形成也同样被包含在“一践行，三学会”的培养目标

内容之中。

（三）具有一定的音乐教学科研意识与能力

具有教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的研究型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不是视而不见，更不会听之任之。他们会在

下意识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去设法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

使其教学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从而使其专业素质在这种不断地

反思、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成长，逐渐成为教育教学水

平更高的研究型教师。

五、综述

师范类高校关注毕业生的整体素养、能力和价值观的培养和

塑造，是“产出导向”师范专业认证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将

教育质量评价的视角聚焦于其产出的效果与水平。音乐学师范生

通过教育过程后所取得的学习效果与水平，不可能脱离中小学音

乐教育教学实践的检验。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地区中小学音乐教

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高校才能做到有的放

矢，制订出针对性更强的培养目标，并通过有效的实施与完成培

养目标下所设定的课程之后，达到满意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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