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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作曲”⻘年⾻干教师研修班 

刘  炼 

摘要  基于对教育领域需求的分析，构建当前⼈⼯智能技术在⾳乐教育领域的基本应⽤框架场景。采

⽤多种模型(分型⾳乐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遗传算法模型、神经⽹络模型等)的特点融合，对规则知识进

⾏改进，⽽形成实⽤、有效的混合模型。其创新点在于结合公式化和矩阵数据组合等⽅法进⾏智能化曲⽬创

作。项⽬从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创新竞赛等领域进⾏针对作曲专业教师和学⽣培养展开深⼊合作，⼒争做

到将理论教学与⼯程案例相结合、实践教学与⼯业产品相结合、学科竞赛与智能技术相结合，实现产学合作

协同育⼈。 

关键词  ⼈⼯智能 作曲  曲⽬创作 重现结构  师资培训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意见》（国办发〔2017〕95号）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教育部⾼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持⾼校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项⽬。根据《教育部⾼等教育司关于

公布有关企业⽀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项⽬申报指南（2019 年第⼀批）的函》要求，笔者在单位⽀持下向

企业提交项⽬申请，有关企业对申报项⽬进⾏了遴选并向社会公⽰。2019年 12⽉ 19⽇，《教育部⾼等教育

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持的 2019年第⼀批产学合作协同育⼈项⽬⽴项名单的函》公布，笔者申请的师资培

训类项⽬“⼈⼯智能+作曲青年⾻⼲教师研修班”获批，项⽬编号为 201901022042。应《产教融合研究》杂志

邀请，现将有关申报⽂件进⾏整理，形成本⽂。 

⼀、项⺫相关背景和基础介绍 

⼈⼯智能作为⼀种新兴学科，很多理论和⽅法仍在探索阶段。在⼈⼯智能的发展历史中，不同学科背

景、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度出发，对⼈⼯智能进⾏着研究。现对于⼈⼯智能的研究⽅法主要

分为：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学习主义、⾏为主义、进化主义和群体主义六种类型。对于⾳乐智能作曲主要

从学习、⾏为、进化三点来实现。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乐智能实验，EMI）最早来源于美国加州⼤学圣克鲁斯分校的⾳

乐教授兼作曲家 David Cope。现阶段被认为是⽬前最先进的⼈⼯智能⾳乐作曲系统。其创作的巴赫曲风赞

美曲组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智能⾳乐成果。其原理为“重组⾳乐(recombinant music）”，即从⼀名作曲家的

作品中识别出不同类型的重现结构，然后以新的排列来复⽤这些结构，依此产⽣⼀份同样风格下的新作品。 

申请⼈运⽤该理论对中国民族乐曲中⼏⼤主流乐器（⼆胡、扬琴、琵琶〉进⾏了分析和特征采集，基于

⾳乐频谱多点数据库构建了乐器及乐曲特征，继⽽通过 EMI深度学习和特征分析⾃⾏完成了具有浓厚民族

特点的单乐器和多乐器组合曲⽬作曲。 

申请⼈前期积累了⼤量的不同乐器演奏不同曲风的信息数据，2012 年在攻读博⼠学位期间作为负责⼈

申请并获批了乌克兰⽂化部“西⽅⾳乐认知学中的曲风分析研究”国家级项⽬，已顺利结项。相关成果在 ESCI

期刊源发表⽂章 3 篇。回国后参与了海尔集团项⽬“集团核⼼⾳采集与编辑”，其中将采⽤多种⼈⼯智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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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化⽅法来完成项⽬要求。其优点在于缩短编辑时间，可随时更改曲风参数来满⾜客户需求。 

⼆、项⺫特⾊与创新 

尽管现有的⼈⼯智能技术已经在⾳乐领域有所尝试，但是未建⽴起系统有效模型。⽽本项⽬特⾊主要

体现在多种模型(分型⾳乐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遗传算法模型、神经⽹络模型等)的特点融合，对规则知

识进⾏改进，⽽形成实⽤、有效的混合模型。其创新点在于结合公式化和矩阵数据组合等⽅法，对作曲中⾮

⾳符单元(重现结构)实训智能化曲⽬创作，从⽽达到乐曲的和谐性、可听性和智能性。 

从基础理论设计与数学逻辑同构并进⾏符号化组织的⾓度来看，⾳乐具有很强的可计算性，⾳乐模式

背后蕴含着数学之美。常规的作曲技法，如：旋律的重复、模进、转调、模糊、⾳程或节奏压扩，和声与对

位中的⾳⾼纵横向排列组合，配器中的⾳⾊组合，曲式中的并⾏、对置、对称、回旋、奏鸣等等，都可以被

描述为单⼀或组合的算法。从⽽证明⼈⼯智能技术可以很好地应⽤到⾳乐创作上。其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

对作品进⾏分解，以新的排列来复⽤这些结构迸⾏重组，获得不同风格的新⾳乐。通过项⽬的实施，可以调

动申报单位青年教师的课程创新积极性，同时培养学⽣对⼈⼯智能与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正确理解和兴趣。

对于企业来讲，可拓展其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途径，通过未来智能编曲、MIDI制作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服务

社会，达到科技和⼈⽂氛围协同发展的⽬的。 

三、项⺫建设⺫标 

基于本项⽬对于师资培训的主要⽬标，拟通过以下⼏个⾓度展开研究，通过对深层特征的提取与应⽤，

实现统⼀的系统搭建，从⽽进⼀步在相关师资培养⽅⾯提供充实的教学内容，提升⾳乐类青年教师的综合

素质；同时为企业提供未来可实现、可复制的培养计划，引领同⾏业的前沿发展。 

通过项⽬中的校企双⽅互相⽀持，互相渗透、双向介⼊、优势互补、资源互⽤、利益共享，达到产学合

作协同育⼈⽬标。同时可积聚⾼校、企业⼒量，从技术构思、师资培训、协同创新来打造新⼯科合作平台，

从⽽实现汇集创新信息，交流创新思想，提出创新理念等新功能。通过项⽬开展可推进⾏业企业参与办学，

实现产教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四、项⺫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项⽬针对教学⼀线教师，利⽤⼈⼯智能信息技术，结合⽼师的个性化需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式，针对“作曲创作中的⼈⼯智能技术介⼊⽅法与案例”“智能作曲中创作作品质量合理评估体系”“⾳乐作品

特征提取机制下的作曲创作”“⼈⼯智能作曲中基础理论设计与数学逻辑同构”四个专题对青年教师进⾏培训，

以推动申报单位交叉学科课程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艺术教学深度融合，为教师们贯彻执⾏“创新能⼒导向

的⼀体化教学体系”提供有效的指导与帮助。 

通过项⽬实施，可以提升⾼等院校的智能化教学进程；同时可为规划⾻⼲教师的未来发展提供辅助平

台。申报企业将⽀持青年教师到企业参与所涉及主⼲课程设计、研发或顶岗⼯作。通过项⽬的推动，不仅可

以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和教学⽔平，也可⽀持申报单位与其关联的教学⼯作。 

与本项⽬相关的主要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可归纳于以下⼏点：  

1．解决⾳乐表现问题。⾳乐组曲过程较为复杂，现有特征提取机制尚不能够精确掌握⼀部作品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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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如，作品中与乐句、调性等相关的⾳乐信息⼀般体现不出来。通过本项⽬研究成果，可实现精准表

⽰⾳乐的细部特征、提取⾳乐的深层逻辑、建⽴表层结构和深层逻辑的关系。 

2．分析学习与创造⽭盾问题。通过⼤量学习⽽建⽴的作曲系统，突出“灵感⼀现”艺术特点，合理地突

破预置规则，尝试使⽤不同⽅式创造性地作出⼀些风格独特，更⽣动、更具吸引⼒⾳乐作品。为此需要激发

⼈⼯智能技术的创造性，实现从按照规则制作到突破规则创作的转变。 

3．合理评估创作作品质量问题。⼈类对⾳乐作品的评判往往⽐较感性，故制定作曲系统中质量评估机

制尤为关键。它即会引导创作的⽅向，也会最终决定作品的成败。故在项⽬实施中，需着重体现⼈类审美观

⽤机器能够理解的语⾔描述特点，并建⽴有效评判标准。 

4. 建⽴校企互惠共赢模式问题。围绕专业建设需要，组织开展教学团队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组织双⽅⼈员互聘、交叉任职；由企业组织⼈⼒资源，开展技术培训、经验分享、项⽬研究等⼯作，提升教

师的实践能⼒和教学⽔平；同时项⽬实施过程中，可为企业提供后备创新研发战略合作伙伴，通过长期交流

机制来共同服务社会。 

五、项⺫预期成果 

本项⽬预期成果共 5项： 

1．通过本项⽬的实施，最终完成 12名青年教师关于“⼈⼯智能”的培训任务； 

2．派遣 2 名教师到企业进⾏短期交流、梳理该领域国内外研究动态，从⽽实训校企双赢、深度合作； 

3．发表 1篇关于⼈⼯智能作曲的研究论⽂； 

4．选拔 8⾄ 10名在校优秀研究⽣参与到项⽬中，定期向社会各领域推介、宣讲本项⽬的重要意义； 

5．整理出相关讲座的影像材料，为后期在线课程建设奠定基础。 

六、项⺫实施计划 

（⼀）培训内容 

项⽬培训主要内容为：遴选培训⼈员，制定讲座内容，组织系列讲座，解决讲座中技术难点问题，派遣

优秀教师去企业交流等。 

（⼆）培训计划 

1．项⽬预计两年内完成。 

2．实施期为：2019年 11⽉⾄ 2020年 10⽉。具体计划如下： 

（1）2019年 11⽉⾄ 12⽉：确认课程讲座内容，系列讲座学时为 12学时； 

（2）2020年 1⽉⾄ 2⽉：完善与⼈⼯智能作曲演⽰平台的建设； 

（3）2020年 3⽉⾄ 4⽉：完成 6学时（第⼀部分）的讲座任务，并对⼈⼯智能作曲演⽰平台进⾏普及

教育； 

（4）2020年 5⽉⾄ 6⽉：完成 6学时（第⼆部分）的讲座任务，并对⼈⼯智能作曲演⽰平台进⾏推介

演⽰； 

（5）2020年 7⽉⾄ 8⽉：派遣 1名优秀教师（第⼀批）赴企业进⾏⼀周的交流； 

（6）2020年 9⽉⾄ 10⽉：派遣 1名优秀教师（第⼆批）赴企业进⾏⼀周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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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使⽤规划 

预计组织 12名青年教师参加培训和交流。费⽤预算见下表。 

表 1 经费使⽤规划 
序号 项⺫ 预算（万元） 说明 

1 课件制作 0.10  
2 咨询费⽤ 0.60  
3 差旅费 0.20 企业只承担交流费，不承担差旅费 

合计 1.00  

⼋、结语 

⼈⼯智能将会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会在⾳乐教学改⾰进程中发挥尤为重要的作⽤，涉及的领

域不仅是在⼈⼯智能电⼦乐器、⼈⼯智能⾳乐软件，⽽且在⾳乐教学⽹络化学习⽅⾯将有更⼤的突破，从⽽

通过相关教学探索可以提⾼⾳乐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加学⽣对⾳乐学习的兴趣。 

编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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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mposition for Young Backbone Teachers 

Liu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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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e basic application framework scenarios of the 

cur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music education are constru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models (typed music model, Markov chain model, genetic algorithm model, neural network model, etc.)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rule knowledge to form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hybrid model. The innovation lies in combining non-

note units (reproducing structures) in music composition to intelligently compose tracks by combining formulas and 

matrix data combinations. The project conducts in-depth cooperation on the training of composi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field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strives to 

combin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ngineering cases,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subject competi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bination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osition, repertoire creation, reproducible structure, teacher trai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