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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教育 MOOC 设计探索

刘  旭

( 同济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 上海 200092)

摘  要：MOOC 有相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明显优点，但乐器教育 MOOC 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适应教学需求的课程设计。乐器

教育需要学生反复练习，难以自学，教师和家长作为监督者对学习效果影响显著。现有的乐器教育MOOC以乐理学习为主导，

并没有根据乐器教育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乐器教育MOOC的设计难点主要在于对学生的练习进行高质量的实时反馈，

以及强化对于学生学习的持续激励机制。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中，可以引入教师主导评议、计算机自动评议、视频实时评议等

新的评议方式改进课程的交互性，还可以借鉴音乐游戏可定制性的优点，利用社交网络强化学习社区，并整合各类互联网资

源提升学生乐器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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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的特点所限，音乐教育的MOOC发展远远不

如科学和工程类学科。在有限的音乐MOOC资源中，

乐器教育MOOC更加稀缺 [9]。如何设计出高效实用的

乐器教育MOOC成为音乐教育 MOOC发展有待解决

的问题。

一、乐器教育特点及MOOC现状

音乐教育中广泛应用建构主义理论和情境学习理

论。建构主义理论让学习者自我组织、自我尝试，通过

使用现有的知识，探索并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情境学

习理论强调学生通过在实际情况下的探索和操作进行学

习。在MOOC的设计中必须考虑到以下这些因素。

（一）乐器教育特点

学习乐器演奏需要记住并熟练运用的是复杂的动

作。与知识及概念的教学不同，乐器教育中的实际练

习必不可少。最通行的练习方式是，演奏者使用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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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基本上涵盖了教育的各个层次，各种方式，

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1]，从

传统教育到现代远程教育，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普通音乐

教育或专业音乐教育 [2]。乐器首要的功能是表演音乐和

传递情感信息 [3]。学习乐器可以刺激认知技能的发展，

可以培养学生处理情绪的能力，这些影响不因学生的社

会经济地位而有所不同 [4]。乐器教育是音乐教学中的重

要专业课，在开放教育中也不例外。开放教育作为终身

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教育方式 [5]，为全社会人士提供终身

学习的机会。现代远程教育已经以灵活、自由、开放、

资源丰富等优势成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不可或缺的教育

形式 [6]。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

模公开在线课程 )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 [7]，目前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和开放教育领

域。MOOC不但实现了教育成本的缩减，提升了教学

质量，而且使世界范围内的教学交流更加便捷 [8]。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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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先慢速进行演奏，开始阶段可能还伴随有动作的

分解，不断重复演奏过程，在重复演奏的过程中组合

之前分解的演奏动作，逐渐加快演奏速度至正常范围。

由于肌肉记忆的获得和遗忘都十分缓慢，各种乐器教

育都非常强调入门的动作要标准，因为动作会通过大

量的练习来强化，错误的动作会形成错误的肌肉记忆，

在之后的教学中往往需要数倍的时间来纠正。由于初

学阶段缺乏对于正确动作的概念，听力也往往较差，

因此乐器学习者自身难以发现和纠正错误的动作，在

这一点上乐器的学习与很多普通学科，特别是工程技

术类学科差别很大。

乐器教育的这些特点使教师和家长在学生乐器学

习中的作用尤其明显，特别是在学生初学阶段 [10]。由

于学习者难以自行发现并纠正错误，各类乐器的教育

都非常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在中国和英国，传统的

音乐教育都盛行一对一的教学方式 [11]，特别是乐器教

育。现代音乐学院的专业音乐教育基本上仍然要求小

班上课，或者师生一对一。父母在儿童的乐器教育过

程中也有很大帮助 [12]。父母可以监督和参与儿童的乐

器学习。在乐器学习的初始阶段，父母监督孩子学习

的时间及参加孩子音乐演出的频率与孩子乐器学习成

绩正相关，这种相关性甚至比孩子练习乐器的时间与

乐器学习成绩的相关性还大。如果要让MOOC这种协

作教育模式能在乐器教育方面取得与传统教育模式相

似甚至更好的效果，就必须从课程设计上设法让乐器

学习者获得实时、高质量的反馈以促进练习过程。

（二）乐器教育MOOC现状

MOOC包括课程资源子系统和学习支持服务子系

统 [13]。MOOC支持服务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以及同

行评议 (peer  review)。[14] 由于能提供对学习目标自发

反馈与评估的交流平台 [15]，MOOC弥补了之前远程教

育学习模式中教学互动性及学习评估可行度较低等问

题。在 MOOC 最主要的三大平台 Coursera，Udacity

和 edX中，Udacity 平台基本没有音乐类课程，Cour- 

sera 平台上的将近 2000 门课程中，只有大约 70 门音

乐类课程，edX平台上的 1400 门课程中，仅有不到 30

门音乐类课程。这些音乐类课程中极少有乐器教育类

课程。在 edX平台和中文MOOC平台“学堂在线”上

的课程中，没有一门独立的乐器教育课程。其中 edX

平台上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导论 (Introduction 

to Music Theory) 课程有一些环节要求学习者上传自

行使用乐器演奏的音阶、和声和布鲁斯乐曲片段，涉

及一些乐器教育的内容。在Coursera 平台上，仅有伯

克利音乐学院的吉他入门 (Introduction to Guitar) 可

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乐器教育课程。

乐器教育MOOC不但数量极少，在设计上也没有

适应乐器教育。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吉他入门课程主要

讲授的是现代音乐中的吉他演奏。课程的上课方式几

乎完全是观看教师的讲课视频，小练习和测验基本全

部是选择题。学生进行同行评议的方式是按照课程作

业要求练习吉他，并将自己的吉他练习结果录制成音

频文件上传，让其他人收听录音后进行评价。虽然课

程目标是教授吉他演奏，实际上课程的大部分内容都

在讲授与吉他演奏和现代音乐相关的乐理知识，具体

讲授吉他独特的演奏技巧和如何进行针对性训练的部

分很少，也没有针对练习进行任何督促。课程对学生

吉他演奏技法学习效果的反馈不是实时的，学生难以

在练习吉他的同时根据反馈调整练习的动作，很难在

重复的练习中改善自己的演奏技法。

二、乐器教育MOOC设计难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成人和儿童

都开始学习钢琴等乐器，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音

乐考级的迅猛发展。乐器教育 MOOC 发展的缓慢不

是由于社会缺乏对乐器教育的需求，而是由于当前的

MOOC设计还难以达到与传统教育方式类似的教育效

果。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教育教学理念、教师教学能力、

学生学习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16]，中国民族音乐

有自己独特的调式和乐器，中国的乐器教育MOOC还

应该考虑本土化的需求。乐器教育MOOC在设计上的

难点集中体现在交互性较为缺乏，无法针对学生演奏

乐器的动作缺陷给予实时的反馈，也没有较好的方式

监督学生练习。

（一）实时反馈

普通学科的MOOC上课主要通过视频方式完成。

在上课时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互基本上只能是单向



理论探索 19Theoretical Exploration

激励方式，例如尽量发挥MOOC的社区性、协作性优势，

利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的互动性增强学

生的学习动因，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

三、设计方案及关键问题分析

从整个课程框架的设计来说，乐器教育MOOC与

常规的MOOC一样，需要模拟真实课程上课、作业、

互评、考试等环节，同时还需要方便学生在各种不同

的客户端下使用。针对这些情况，目前技术上最成熟

的 MOOC 解决方案是 B/S 模式，即浏览器 / 服务器

模式的解决方案。服务器端可以使用基于 Java，PHP

或 Net 的 Web 系统框架，数据存储于 Oracle 等数据

库中，客户端只需安装有浏览器即可。浏览器端基于

JavaScript 的客户端Web程序 [18] 将接受服务器信息，

并配合服务器程序完成学生与课程内容的交互。这种

架构同样适用于移动学习平台，学习者可以通过手机

浏览器以移动Wi-Fi 或 3G/4G方式接入互联网 [19]。乐

器教育MOOC还需要从设计与实现上解决乐器教育特

有的难点，主要是提高课程的交互性，以及使用现代

教育技术提升学生乐器学习的积极性。

（一）改进课程交互性

传统课堂上最常见的交互方式是由教师到学生的单

向交互，在MOOC中一般是通过录制好的教学视频来

完成的。与其他的B/S方式管理信息系统相比，MOOC

的特点是需要播放大量视频文件，而由于乐器演奏需要

教师示范，乐器教育MOOC的视频量将更大 [20]。针对

视频占用带宽较大的问题，网络技术上比较好的处理

方法是使用流式传输，具体的实现是在后端架设流媒

体服务器，在浏览器前端使用基于Flash 或者HTML5

的播放器。更便捷的方法是直接将视频文件放在You-

Tube 或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在客户端从视频网站调

用即可。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视频文件放在多个不

同物理位置的服务器，学习者可以根据网络环境选取

较快的服务器。edX 平台上的一些课程，如 IELTS  

Academic Test Preparation( 雅思学术测试准备 )即采

用了这种方式，视频文件在学堂在线和YouTube 网站

服务器上都有。当学习者的网络 IP地址在中国境内，

edX会将视频来源自动切换为学堂在线以高速播放教

的，因为教师并非实时讲课，而是由系统播放预先录

制完成的视频。这种方式在理论性较强的科学与工程

类课程中比较适用。但是音乐是表演艺术，传统的一

对一乐器教育需要练习者几乎是在老师刚刚讲授并示

范完成之后，立即进行练习，并由老师当场发现问题

并给予纠正，如果学生在老师不在场的时候进行练习，

则无法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动作。乐器教育MOOC要

在网络虚拟课堂中实现这一功能，首先需要能播放大

量教学视频，而且要解决如何对学生演奏乐器的动作

给予适当的反馈的问题，这种反馈最好是实时的。

在线方式的视频教学在MOOC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然而，单纯的视频教学无法实现从学生到教师的任何

反馈，其教学效果受到影响。有关视频分享网站You- 

Tube 上 40个具有代表性的班卓琴、小提琴、吉他和曼

陀林教学视频的一项研究发现 [17]，大多数视频的教学

内容除了乐器，还包括练耳和模唱，其教学目标基本

都是让缺乏音乐经验的入门者初步了解音乐，而不是

较为系统地让学生真正学会一门乐器。目前在MOOC

中的先录制、后上传、再评分的同行评议模式，虽然

比完全的在线视频教学有所改善，但评议耗时太长，

无法做到实时反馈。乐器教育MOOC如果不能解决学

生乐器练习的反馈问题，就难以比在线视频乐器教学

取得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

（二）持续激励

由于乐器演奏练习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乐器教

育MOOC还需要做到像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老师和父母

一样激励学生练习。如果无法检测学生给予的反馈，

则难以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从而无法有效地督促学

生练习。普通的MOOC课程中，一般会在每一个章节

设计一些小练习和小测验引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但是，目前的MOOC还没有在设计上通过计算机

程序对乐器的演奏质量高低进行判断。学生如果在乐

器教育 MOOC 中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有表演质量的提

高，甚至无法得知自己的乐器表演是否正确完成，也

就难以产生继续练习乐器的动力，而没有充分的有效

练习，乐器教育就无从谈起。除了反馈，还需要激励。

在MOOC设计上除了对于学习进度的监测，还需要考

虑扬长避短，发掘适用于乐器教育MOOC平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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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频。除了速度更快，课程视频还可以利用学生客

户端的位置对视频进行本地化处理，甚至可以针对特

定学习者的偏好显示定制内容，例如视频的字幕可以

自动调整为学生所在国家的语言。

学生的练习、小测验和考试也需要反馈给教师。

网络课程的教师数量有限，而学生数量巨大，所有的

反馈都由教师处理将极大提高课程的成本。在吉他入

门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将自己的演奏练习录制成

音频上传，同时审查别人的练习并给予评价。在乐器

教育课程中，这样进行同行评议有明显的缺点。首先

是评价的准确性难以保证。乐器演奏是高度专业化的，

而且艺术作品的好坏无法用简明的标准来衡量。在学

习乐器的初级阶段，学生的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在同行

评议中对演奏的音乐给出中肯的评价，对演奏技法、舞

台风格的评价就更是几乎不可能。其次，同行评议不是

实时进行的。学生必须先演奏、录制、上传，再等一段

时间 (通常需要几天 )才能看到评议结果。学生很快会

因为这样烦琐而耗时的反复评议丧失学习兴趣。

为了解决同行评议在乐器教育中的准确性问题，

首先需要考虑在评议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对于乐

器演奏中专业性较强的部分，乐器教师的评议是最有

质量的评议，MOOC可以借鉴翻转课堂的做法，充分

利用教师和学生交流的时间。MOOC系统可以将教师

对于学生练习的评议案例在系统中公开，让教师的评

议成为学生之间同行评议的参考材料，这样可以提高

同行评议的质量。其次，可考虑使用技术手段辅助同

行评议。目前的计算机模式识别技术在特定领域已经

非常成熟，可以用于替代部分评议工作。对于手势动

作而言，通过使用传感器进行运动捕捉，使用视频捕

获技术分析图像，并结合机器学习技术将传入的数据

流与预先存储的模板进行比较，可以分析出人类的手

势 [21]，进而将手势应用于交互式控制系统。对于声音

的识别也已经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在目前的软硬件

环境下，已经可以通过吉他的和弦录音，实时检测出

被拨动的琴弦和按下的指板位置 [22]，根据这些检测结

果可以判断学生的和弦指法是否正确。这些技术都可

用于对学生乐器练习的初步评估，而且这样的计算机

评估将是客观公正而且低成本的。

为了增强乐器教育MOOC中同行评议的实时性，

可以考虑通过类似视频会议的方式来完成。目前网络

视频会议技术在商业领域已经比较成熟，而在MOOC

的实现中还很少见到。在硬件方面，目前的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几乎都设有前置摄像头；软件

方面，目前的 Flash 技术和 HTML5 技术基本可以实

现不借助外部客户端软件即可在Web上进行视频会议，

技术上的实现简洁而高效 [23]。学生在乐器教育MOOC

中进行视频实时评议的好处显而易见，这种方式避免

了烦琐的录音、上传过程，而且更符合乐器教育的特点，

即演奏动作的学习需要在练习中实时纠错。

（二）提升学习积极性

对学生而言，音乐教育难点在于学生必须使用不

熟悉的工具和技术，学习不熟悉的曲目，对于乐器演

奏的学习尤其如此。为了适应这些特点，在课程形式

的设计上，可以借鉴 Guitar Hero  (《吉他英雄》)等音

乐游戏的优点。音乐游戏可以将学习变成娱乐，拥有

很大的教育潜力。音乐游戏整合了练耳、演奏、唱歌、

即兴创作和作曲 [24]，以个人、随意的方式练习，最重

要的是允许玩家自主选择音乐，充分调动了玩家的积

极性。音乐游戏还提供听觉和视觉的即时反馈，学生

可以立刻发现自己是否在游戏中正确标注了一个音符，

不用等待教师的参与。如果乐器教育MOOC在设计上

能够有选择地吸收这些音乐游戏的元素，例如提供可

自由选择的练习曲目，对学生的视奏练习提供视觉和

听觉上的实时反馈，可望使学生像乐于玩游戏一样积

极练习演奏。

MOOC易于协作和构建学习社群的特点也可以用

于促进学生的乐器练习积极性。学生学习的动机既有

来自内部的自我发展需要，也有外部的竞争和鼓励。

激励学生外部学习动机的传统方式是教师的鼓励，当

学生具有相当的技能水平时，挑战也是学习的强烈动

机。新的通信和媒体技术已经是现代人用来即时联系

的主要工具 [25]，在乐器教育MOOC中，可以利用其虚

拟学习社区的特点，参考社交网络的互动形式对学生

进行鼓励。如果乐器教育MOOC在设计上能带有更多

的社交网络属性，例如学生可以创建一起学习某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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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朋友圈，分享自己练习乐器的视频给好友，这个

基于MOOC的社交网络就可以承担一部分传统教育模

式下教师的激励学生学习的职责，还可以通过各种社

群活动创造挑战促进学生在竞争中进行学习。

在整个课程进行中应该及时显示课程进行的进度

和学生当前已经获得的评价，从而减少学生的焦虑。

在课程的内容上，要注意视频、音频、文本等多种课

件的搭配。MOOC上不但可以有教师专为课程制作的

课件，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音乐信息，使用类

似于音乐推荐系统的检索技术 [26]，发掘和分享那些适

用于课程的资料，例如在YouTube 上找到相关的吉他

视频教程，在乐谱网站上挑选适用的吉他六线谱。多

样化的学习资料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从而提高

学习兴趣。视频是主要的课件，但是每一段教学视频

不宜太长，不要让学生过早接触远超自己水平的练习。

在具体的视频设计上，可以借鉴微课的经验 [27]。乐器

教育MOOC的受众主要是高等教育层次的开放学习者，

每段视频不宜超过10分钟，不仅学习者容易集中精力，

也方便下载和保存。

四、总结

乐器教育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普通

课程不同，难以自学，需要学生使用乐器进行大量的

反复练习，学习监督者的作用显著。这些特点导致乐

器教育MOOC的设计比较困难。为了设计出高效实用

的乐器教育MOOC，需要致力于让学生在乐器练习时

尽可能获得高质量的实时反馈和评价，并且能够使

MOOC平台可以像教师一样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持续的

激励。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上，需要合理利用现代教育

技术，改善视频课程体验，同时引入教师主导评议、

计算机自动评议、视频实时评议等新的评议方式强化

同行评议的功能，对于学生的练习情况给予充分、准确、

即时的反馈。在教学形式上，还可以借鉴音乐游戏高

度可定制的优点，发挥社交网络构建人际关系的长处，

并且积极使用技术手段整合互联网上的优质视频和文

本资源，利用各种方式有效鼓励学生进行乐器练习。

高质量的乐器教育MOOC设计不仅可以用于改善音乐

教育质量，由于乐器演奏的学习在实践上主要是特定

动作的记忆和模仿，乐器教育MOOC的设计和实现也

可应用于舞蹈、体育以及部分需要进行系列化动作练

习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为乐器教

育及同类MOOC的设计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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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MOOC Design for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LIU Xu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200092)

Abstract: MOOC has obvious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but musical  instru- 

ment  education MOOC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and  lack of  curriculum design  to meet  teaching 

requirement.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self-study,and  requires  students’  repeated  

practice.Teachers  and parents  as  supervisors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ignificantly.Cur- 

rent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MOOC takes music theory learning as the leading factor,and does 

not  carry out  targeted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The  

difficulty of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MOOC design is mainly on supplying high-quality real-time 

feedback for students’ practices,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inuous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tudents’ 

learning.In the specific curriculum design,new review models,such as teacher-fronted review,computer  

automatic review and video real-time review,can be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the course.We can also learn from the advantages of music game customization,strengthen learning 

community by social network,and integrate all kinds of Internet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musical instrum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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