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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都崭露头角时，教育的智能技术赋能也已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人工智

能作为当代前沿技术的重要代表，凭借认知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与算法模型的持续创新，正在教育领域引

发深层次变革。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下，现行教学模式暴露显著局限，面对当前高中音乐鉴赏课堂中教

学资源陈旧、生成内容僵化与评价主观等问题，本文提出“教学准备–教学过程–课后评价”全流程赋

能策略，旨在运用技术工具激发学生审美潜能，在数据驱动与人文关怀的平衡中实现音乐教育的智能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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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made their mark in various industries, empowering education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s a key representa-
tive of contemporary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riven by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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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algorithmic models, is triggering profound trans-
form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teaching mode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Facing challenges in high school music 
appreciation classrooms such as outdated teaching resources, rigid content generation, and subjec-
tive eval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full-process empowerment strategy covering “teaching prep-
aration - teaching process - post-class evaluation”. The aim is to use technological tools to stimulate 
students’ aesthetic potential and achiev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by bal-
ancing data-driven approaches with humanist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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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教育领域的面貌[1]。在教育面临数智赋能的今天，人工智能

技术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智能技术变革并赋能音乐教育体系是大势所趋[2]。无论是巴赫

复调音乐的深度解析，还是《梁祝》协奏曲的文化阐释，技术的力量让音乐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黑板与

老旧录音。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动态知识构建、沉浸式体验与人机协同机制，为音乐鉴赏课注入了新的活

力。但与此同时，传统课堂中僵化的资源、单向的讲授与机械化的评价仍在制约学生的审美成长。面对

这种矛盾，人工智能究竟能为音乐教育带来怎样的突破？本文从音乐教学实际出发，探讨高中音乐鉴赏

课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技术赋能音乐鉴赏课堂，为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提供新的实践思路。 

2.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及其在音乐教育应用价值 

2.1.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 

1. 人工智能驱动知识生产的革新 
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音乐知识传授的固定模式。通过算法对海量音乐数据，如民族音乐与电子音

乐的数据关联等进行智能分析，能够发现不同音乐元素之间的潜在联系。这种技术不仅构建动态知识

库，还能实现从“标准化知识讲授”到“个性化探索引导”的转变，让学习过程更贴近多元化的艺术认

知需求。 
2. 智能技术赋能的具身化学习体验 
人工智能通过虚拟现实、生物传感等技术，使音乐学习从被动接受变为多感官参与的过程。如通过

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工具，学生可以实时调整音色参数并生成原创作品，通过实践理解音乐创作规律。这

种“动手做”的学习方式有效强化了音乐认知的深度。 
3. 人工智能构建人机协同进化机制 
人工智能构建了教师、学生与技术工具的互动闭环。“教育工作者需要客观地看待技术，并科学、

规范地使用技术，辩证、创新地利用技术赋能教育教学，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直至重塑教育”[3]。
教师是教学中的关键点，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赋能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正在引导教

育方式的加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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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与艺术教育的深度融合，正在打破传统音乐课堂的边界，带来三方面的关键

变革： 
1. 基于核心算法的人工智能优化教学模式 
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可以系统分析学生的音乐理解力与兴趣偏好，生成针对性学习方案。例如，通

过分析上百首音乐作品的旋律结构、和声走向等特征，人工智能可将复杂的曲式分解为阶梯式模块，并

以类游戏的形式使学生逐步掌握音乐知识的同时，系统会根据学生演奏或鉴赏的实时反馈，如和弦衔接

的流畅度、风格辨识准确率等，动态调整后续课程难度，实现类似“私人教练”的适应性教学，让每个学

生都在能力临界点上获得突破。 
2. 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能让音乐更加身离其境 
“在三维模型的构建和展示中，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实现让用户深度沉浸在环境中的效果[4]”。例如

在贝多芬交响曲教学中，学生戴上 VR 设备后，不仅能听见经典版本的全景声演绎，还能“走进”数字

重建的 19 世纪剧场，观察不同乐器组的空间分布如何影响声场效果。这种沉浸式交互，让原本停留在理

论层面的音乐知识转化为“可触碰”的具象体验。 
3. 智能动态分析检测下能够实时监控与调整 
智能系统可全程追踪学习过程：从钢琴演奏时的手型角度、吉他弹唱的节奏稳定性，到鉴赏讨论中

的表情变化等细节，都会被量化为多维数据。例如某次课堂中，系统发现大部分学生在爵士即兴环节频

繁弹错蓝调音阶，便会自动汇总常见错误类型，为教师生成“强化十二小节布鲁斯训练”的备课建议；

而当学生反复聆听某段乐曲时，人工智能技术能通过瞳孔移动数据判断其注意力焦点，推送相关的文化

背景解说视频。这种基于实证的实时优化，让教学调整更精准高效。 

3. 人工智能时代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改进趋势分析 

3.1. 人工智能时代高中音乐鉴赏课现实困境 

1. 教学准备环节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准备环节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多数教

师因数字技能薄弱，在备课阶段难以有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筛选优质作品、调用在线跨文化音乐数据库

等，导致课程设计停留于浅层音频播放与静态课件呈现；其二，部分教师对智能技术存在认知偏差，在

备课方案中刻意规避人工智能的辅助，依然依赖传统的“讲授式”教案编撰路径，这种缺乏人机协同思

维的课程准备工作，使得课堂难以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深度审美体验的突破性进步。 
2. 课堂诸环节的现实困境 
首先是课前导学环节的智能应用缺位。多数课堂仍以机械的“背景故事讲述”作为导入形式，大大

降低了学生对于课堂的兴趣度以及之后课堂环节的连贯性。教师引用的作品解析视频往往采自十余年前

的录播资料，诸如模糊的乐团排练录像、褪色的纪录片片段，甚至夹杂着早期录像带转制的色块拖影。

在赏析《梁祝》协奏曲时，学生面对的是 1980 年代剧场俯拍视角的灰暗画面；在谈到《姑苏风光》时，

给学生展示的是上个世纪保留下来的，充满历史感的弹唱片段。这些老旧的视频，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也不能有效地完成鉴赏任务。最后是课堂生成环节的机械性与“泛政治化”倾向。教师沿用统一化

的鉴赏模版，如贝多芬作品分析常囿于单一解读框架，民歌鉴赏常局限于特定时代背景的解读，使审美

体验趋于程式化。这样就会造成大多数时候的音乐鉴赏课脱离了教学初衷，也让学生对音乐鉴赏课渐渐

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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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后评价的现实困境 
首先是评价的教师主观判断化严重。教师习惯依据教材要求和自身审美经验对学生进行评判，而这

种判断会具有教师的主观性，并不能真正的客观评价，而学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的变化教师是很难发

现的。其次是评价的等级标签化，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音乐成绩往往最终会被压缩为“优良中差”四

个等级。可能这种评价方式对于主科教学会有效果，但是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是培养审美的教育，

这种机械的、等级化的评价会让学生们失去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且音乐教学的目标并不是要培养多么优

秀的音乐家，而是如同柯达伊所说的“让每个学生都有能欣赏音乐的能力”，过分等级化的评价方式并

不适用于音乐教学。 

3.2.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探索 

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使音乐教育呈现出全新的风貌。结合文献案例分析，其具体实践探索路径可

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利用智能化工具精准作用于学习 
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实时分析学生的音乐表现，提供精准的反馈建议，其声纹识别技术可“捕捉音高、

节奏、音色等要素的细微偏差。此类工具通过“反馈 + 及时修改”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无

法同时关注所有学生”的困境。此外，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构建数字化音乐厅、历史场景复原”等方式，

使学生能“走进”音乐现场。如浙江音乐学院 2024 年举办的“全球首届人工智能电子音乐作曲大赛”即

探索了虚实空间的审美融合，此类场景化教学实现了从被动聆听向沉浸式体验的跃迁。 
2. 人工智能使个性化学习路径突破以往教育模式 
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依赖于教师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深入理解和对教学策略的灵活调整[5]。人工智能

技术的出现使个性化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再次扩大，现在人工智能根据大数据的分析，能更加精准地评估学

生音乐素养水平并生成个性化方案。例如“音壳乐理”等辅助软件通过学习行为数据诊断学生薄弱点，推

荐适配资源。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方向：通过人机协同设计创新课程，将人工智能作曲与戏

剧、科技融合，这一路径不仅打破了学科壁垒，更使音乐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个性化学习培育”。 
3. 从传统鉴赏转向审美认知革新 
人工智能能够量化学生对音乐的文化适应性，根据评估生成音乐的审美逻辑，使教学从传统鉴赏转

向审美深究。同时，教师角色从“知识权威”转向“意义诠释者”，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极富数智感

的学习内容”，需通过“伦理校准与人文牵引”，引导学生往发现美，欣赏美的方向发展。音乐教育应

传递真善美价值，培养有道德、有品位的科技创新人才，使人工智能工具成为“激发人文关怀与想象力”

的载体，使教师跟学生的互动更加深入，这是以往高中鉴赏课所难以达到的。 
4. 从教师单向传授到智能交互 
智能音乐软件(如 Yousician)的实时反馈系统，通过分析技术精准识别音准、节奏偏差，提供可视化

修正建议，解决传统集体课中个性化指导不足的痛点。其次，虚拟助教能动态调节教学节奏——当区块

链记录的课堂数据表明多数学生无法掌握切分音时，人工智能自动推送专项训练模块。此外，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可创设沉浸式情境，如模拟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虚拟演出环境等。 
所以，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实践已超越工具层面，正在催生“智能 + 美育”的新模式。而以上

众多关于在人工智能音乐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都为笔者下文的观点论述提供了灵感来源。 

4. 人工智能赋能音乐鉴赏教学之策略应对 

音乐鉴赏教学一直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局限，且当下人工智能

技术正处在崛起的边缘，所以鉴赏教学必须实现与智能技术的协同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为音乐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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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从教学准备、教学过程、课后评价三个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赋能不仅提

高了教学效率，还促进了艺术教育的个性化和智能化发展。 

4.1.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准备的解析与优化 

1. 教学数据的精准解析 
人工智能为音乐作品分析提供技术支撑。例如，以 Sonic Visualiser (智能分析音频软件)分析教材中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波形图可量化显示“命运动机”在不同声部的传递轨迹，其频谱分析功

能能直观呈现弦乐组与木管组的音色差异；在民歌《茉莉花》教学中，智能曲式分析系统可自动标记加

花变奏段落，这将大大提高对于歌曲的深度剖析；学情系统通过课堂前测数据，为理解民族调式存在困

难的学生推送《春江花月夜》辅助视频，同时向基础扎实者补充《百鸟朝凤》进阶素材，能针对不同学情

的学生做出与其相符的教学设计。 
2. 教学设计的创意优化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可将教材中舒伯特《鳟鱼》钢琴五重奏改编为古筝五重奏版本，辅助学生理解

中西方乐器音色差异；虚拟声场建模还原《黄河大合唱》首演时的延安礼堂混响效果，使学生感受作品

的历史语境；智能作曲工具生成“江苏民歌《茉莉花》主题 + 德彪西和声风格”的融合案例，对比原版

民歌，帮助学生认知音乐元素重组的美学价值。 

4.2. 人工智能赋能音乐鉴赏课堂全过程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贯穿鉴赏教学的三个关键阶段——课前导入、音乐欣赏、理解升华，让课堂

更生动、精准和个性化。 
1. 导入阶段：创设沉浸式学习情境 
传统音乐鉴赏课的导入环节往往囿于单一的音频播放与教师讲解，难以真正激发学生的共情与学习

兴趣。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为这一环节提供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历史语境的数字化重建，让学

生在走进音乐作品之前，先理解孕育它的时代土壤。如在讲解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时，人工智能驱动

的虚拟现实(VR)技术能够精确还原 19 世纪维也纳音乐厅的声学环境、观众席次甚至当时的社会风貌，学

生戴上头盔即可“穿越”到作品首演现场，直观感受到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会的庄重氛围与市民文化，这

种多维度的感官刺激远比单纯聆听音频更能唤醒学生对作品的探究欲。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

基于作曲家生平和时代背景自动生成互动叙事脚本，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巴赫在莱比锡教堂创作康塔

塔时的对话场景，将枯燥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具身体验。 
2. 新课教学阶段：人工智能增强沉浸式听觉体验 
音乐欣赏的核心在于细节的感知与结构的把握，而传统教学中学生往往难以独立捕捉到作品中隐藏

的声部交织、和声变化等技术性内容。人工智能的音频分析工具在此环节展现出独特价值——例如通过

Sonic Visualiser (音频分析软件)等软件对《春之祭》这样的复杂作品进行声谱可视化处理，算法能自动标

注斯特拉文斯基笔下的不规则节拍切换和多调性碰撞点，并将抽象的音高、力度参数转化为直观的色彩

与波形图表，帮助学生用眼睛“看见”音乐的张力演进。另外，基于语音识别的智能分轨系统可以让学

生通过自然指令，如“突出木管组旋律线”等即时调整播放配置，这种交互式聆听打破了传统课堂被动

接受的局限，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复调音乐中的声部追踪能力。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鉴赏乐曲会更有

新颖性，更加贴合学生的心理，也更加适应时代的需求。 
3. 课尾升华阶段：人工智能辅助助力知识脉络的梳理 
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建立作品与更广阔文化世界的意义联结，而人工智能在此环节可

充当知识整合与思维拓展的催化剂。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教学为例，教师可借助人工智能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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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工具，将越剧唱腔、民间传说、作曲家的创作手记等跨领域素材自动关联，生成动态思维导图，直观

展现音乐主题与文学原型之间的逻辑脉络。然而，技术手段的引入需要与传统的“无干扰聆听”相结合，

教师可以设计“纯听觉–乐曲分析–再聆听”的螺旋式学习路径，避免工具的过度使用导致学生对音乐

的整体性体验不完整。 

4.3. 人工智能助力课后评价的过程性与精准化 

1. 过程性评价 
利用区块链技术可完整记录学生在音乐鉴赏学习中的过程性变化，例如从《高山流水》到《第九交

响曲》的鉴赏能力成长路径，全面又真实的反应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情绪识别系统能通过微表情分

析，生成学生在如《江雪》(古诗艺术歌曲)这一类音乐鉴赏时的情感起伏热力图，为教师掌握学生全面学

习数据提供依据。最后，人工智能能够记录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如上课回答问题，积极配合教师

讲授等，能为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评价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2. 精准化评价 
在歌曲鉴赏方面，智能反馈技术能记录学生鉴赏音乐时表情以及动作的变化，并能根据学生的反馈

情况做出相应的，及时的诊断分析。如有演唱环节，智能系统也能根据教材规定的模唱准确度，以其旋

律匹配算法精确识别学生演唱中的音程偏差。最后，智能学习平台能自动识别学生在音乐鉴赏中的小细

节，如学生反复聆听《蓝色多瑙河》引子部分 36 次之后，人工智能会将之记录下来，智能推送施特劳斯

家族不同圆舞曲的弦乐运弓对比视频。同时也能根据学生对乐曲的赏析报告，为节奏感知弱势者定制“主

题旋律节奏型拆分训练”计划，同步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这些都是以往鉴赏课所难以做到的，但因为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5. 结语 

人工智能的融入，让音乐鉴赏教育跳出了“反复听讲–机械记忆”的窠臼，转向可感知、可探索的

互动场域。从人工智能风格分析到虚拟情境重建，从智能创作工具到多维度学情反馈，技术正在破解传

统课堂的诸多困境。但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应用中需警惕算法可能带来的审美标准化倾向，保持艺术解

读的开放性。多元性人工智能并非要替代教师的艺术洞察力，而是通过数据驱动与人文关怀的结合，让

音乐教育回归审美本质——帮助学生从音符背后听见文化的回响，从技术理性中触摸艺术的情感温度。

未来的音乐鉴赏课堂，必将是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共同谱写的协奏曲：教师专注于引导学生的深度思考，

人工智能则承担知识解构与场景构建的基础工作。唯有在技术与艺术的双向对话中，音乐教育才能既保

持其灵韵，又真正实现“让每个学生都能看见音乐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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