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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的相互关联与影响研究

卓玛措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海东 810700）

【摘 要】 音乐伴随着人类文明走到了今天，从食不果腹的昨天到衣食无忧的今天，音乐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一直
在滋养着我们。为了将音乐长远稳定地发展延续下去，离不开对音乐的传承和教育，本文就这两者的概
念区别、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和共同发展进行了探讨，以此研究出音乐繁荣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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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选择；四是锻炼身体，这是音乐的一个间接辅助功

能，是让人们跟着音乐来运动锻炼身体。

2  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

2.1 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相辅相成
音乐传承是音乐教育的灵魂，音乐教育作为音乐传

承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它存在和继续发展的最重要使命

和意义，通过音乐教育可以让传统的音乐精粹得以传递

和发扬光大，因此音乐传承离不开音乐教育。所以说音

乐传承和音乐教育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矛盾，两者相互关

联，两者的发展合二为一。

2.2 音乐传承是音乐教育的灵魂
音乐传承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是音乐教育存在的最

大意义，是它的灵魂所在，是整个音乐教育的核心，围

绕这一核心组织音乐教育课程架构，开展相关音乐教学

活动。通过音乐教学，能将传统音乐的演绎技巧、理论

知识和音乐情感一代代传下去，随着时代变迁，会有新

的好音乐绽放，我们在传承过程中要及时吸纳，完善我

们的音乐教育素材，但千万不能单纯追求创新而舍弃传

承，这样的音乐教育会失去灵魂不再动人。

2.3 音乐教育是音乐传承的重要方式
如果把音乐传承比作是水，音乐教育则是水里的鱼，

水里没有鱼就失去了灵魂，而鱼没有水则失去的是生命。

音乐传承的方式有口口相传、乐谱相传和多媒体相传，

而音乐教育将这三种独立的传承方式统一结合起来，全

方面大范围传承下去，也是音乐传承最重要的方式 [2]。

3  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及相互影响

3.1 音乐传承的重要性
3.1.1 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
人类想要表达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有了音乐，每

一首歌谣、一串音符和一句歌词都是人们内心的声音和

最深刻的记忆，这些声音串联起来，勾勒出每个时代走

过的轨迹，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是中华五千年

文化的精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每一代中

华子女都必须扛起音乐传承的责任和使命。

3.1.2 音乐传承是对民族历史的尊敬
每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国破

家亡时的绝望，太平盛世时的庆幸，考取功名的喜悦，

收复疆土的激动等等，音乐是通过个人的情感宣泄，记

音乐传承侧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中的传统音乐文化，

而音乐教育则是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音乐教学，这两者之

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相辅相成，它们共同谱写了我

国音乐史，也将带领我们走向更为繁荣兴盛的音乐殿堂。

1  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的概念区别

1.1 音乐传承
1.1.1 音乐传承的概念界定
音乐传承，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即是对音乐的传递

和继承。这里指两个方面的传承，一方面指对传统音乐

沉淀下来的演唱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乐曲的传承，还有

一方面指对传统音乐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传承。

1.1.2 音乐传承的方法途径
在对传统音乐及文化的传承上，以前一般会采取三

种方法途径：一是口头传承，这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承

方式，特别是在民间地方音乐和宗教音乐的传承上，因

为口头传承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所以常见于祖辈相传或

是师徒相授；二是乐谱传承，在人类文明发展出现文字

后，渐渐有了代表音乐听觉感官的视觉符号，乐谱传承

也标志着音乐传承的规范化；三是多媒体传承，它通过

现代科学技术将抓不着的音乐录下来拍下来，用音频和

视频格式保存传承下去。而现在，最主流的音乐传承方

法是音乐教育，它将上面说到的三种传承方式综合起来，

通过音乐课堂教学传承给更多的人，也让音乐传承走上

了专业化 [1]。

1.2 音乐教育
1.2.1 音乐教育的概念界定
音乐教育从定义上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

的音乐教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音乐专业课堂，音乐教师

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的一系列专业音乐教学活动；而广

义的音乐教育，是在一切教育活动中通过音乐教学，来

熏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美德、规范人的行为以及净化

人的心灵等。

1.2.2 音乐教育的功能分析
音乐教育的功能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陶冶情操，爱

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因为音乐可以熏陶人的情感，精

简名曲还可以培养人良好的审美能力；二是寓教于乐，

音乐本身是快乐的，所以音乐课堂也是愉悦的，整个课

堂氛围是轻松活跃的，学生在学习音乐本身之外，还培

养了兴趣；三是开发智力，从胎教到早教，音乐都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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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它让我们在音乐声中重组了历史

长河的碎片。所以对音乐的传承，也是中华儿女对我们
民族历史的尊敬。

3.1.3 音乐传承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音乐教育还未普及的年代，有时候音乐传承没有

多媒体工具，甚至没有乐谱，只能依靠传统的口口相传，
而这种传承方式存在着个人发挥的特点，传承过程中不
够规范，不能大面积传承，因此一些民族传统音乐面临
失传或已经失传。如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开始将视线放到精神文化的音乐上，采取一切有效
措施保护现存的传统音乐及文化遗产。

3.2 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3.2.1 音乐教育是音乐传承的重要方式
每个国家的民族音乐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

五千年历史悠久，音乐的演绎方式、音乐类型及数量是
很庞大的体系，在对其传承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个人对
个人的口头传承，是很难持续的。音乐教育是将音乐理
论、演唱技巧、音乐课程和音乐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教学
活动，它实现了对音乐的大范围全面传承，让音乐传承
绵绵不断，是目前最科学最重要的音乐传承方式。

3.2.2 音乐教育是对优秀传统音乐的传承
所有的教育都是将之前的知识进行总结提炼之后再

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断将知
识重组，舍弃那些没有传播价值的糟粕，留下或添加那
些优质的精华。音乐教育亦是如此，在对传统音乐的传
承上，我们并不是一味全盘传承，而是甄选出那些历经
时间沉淀的优质音乐加以传承，所以音乐教育说到底是
对优秀传统音乐的传承。

3.2.3 音乐教育促进音乐创新的良性循环
音乐教育在普及开展过程中，吸引了一群对音乐热

爱的人，在这个群体中不乏具有音乐天分的人才，在以
音乐为中心的圈层中，他们相互学习交流创作出了很多
优质音乐，也培养出了优秀的音乐人才，而这些音乐人
才将进一步带动音乐教育的发展，为音乐传承延续下去，
形成一个良性的音乐发展循环。

4  促进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的共同发展

4.1 构建音乐教育体系，实现专业化音乐传承
音乐教育在近些年的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也越来越受到国家支持和人们重视，想要大力推动音乐
教育的发展，最紧要的是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在音乐
这个笼统的范畴中，针对每个人学习音乐的不同目的，
将音乐教育细分到专业音乐教育、师范专业音乐教育和
大众音乐教育。将热爱音乐、期望从事音乐相关职业的
人划分到专业音乐教育，将有志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的人
划分在师范专业音乐教育，而将音乐作为陶冶情操和培
养审美能力的人归为大众音乐教育。每个类别的音乐教
育侧重点各不相同，满足了不同音乐学生的需求，这种
科学化的音乐教育也实现了专业化的音乐传承，对音乐

传承与音乐教育的共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2 提升音乐教学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是实施教学体系的

基本保障，为了提升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校要定期
组织教师外出参加音乐教学培训，让教师在培训活动中
及时了解前沿的教学理念和音乐风向，更新完善音乐专
业知识结构，教师根据培训吸纳的新知识，合理调整教
学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式，让教学课堂更加的多元化，
引起学生的兴趣。除了外出培训，学校与学校之间，学
校与音乐机构之间要经常组织交流学习，资源共享的同
时更新彼此的知识库。而在传统的民族音乐教学上，除
了本校教师的教学，学校应敞开大门，让更多的民间音
乐家走进课堂，补充学校音乐教学的不足，丰富音乐教
学课堂，这种零距离的传统音乐展示，更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完成音乐传承。

4.3 加大音乐教育投入，准确定位音乐课程
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工作安排，对音乐教学日趋重视，

这打破了学生文化成绩代表一切的局面，为培养学生的
音乐素养赢得了一席之地，也转变了家长学生的学习音
乐的态度。与此同时学校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要适当
增加音乐课时，其他文化学科不得随意挤占音乐课，给
音乐教育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任何艺术都需要时间的
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音乐课程的规划，还需要
学校在音乐教学硬件设施上的加大投入，单独设立专业
的音乐教室，教室内购置齐全音乐乐器，为音乐教学提
供充足的空间，加快音乐传承的脚步。

4.4 多元化的教学课堂，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和传统的学科教学不一样，音乐教学作为艺术学科，

不要局限于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重课堂的多元化，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基于
问题的小组学习模式可以应用到音乐教学中，把学习的
舞台交给学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学校开展
音乐主题的表演和比赛，通过这些形式可以让音乐教学
深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和满足
感；利用假期时间，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传统音乐表
演，参与音乐活动，将学习和生活娱乐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结语

在我国音乐发展的进程中，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始
终并驾齐驱，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音乐传承承
载着音乐教育的核心，也是音乐教育存在的最大价值，
而音乐教育则是音乐传承最重要的手段，没有之一，两
者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只有构建科学专业的音乐教学体
系，加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全社会重视音乐教学，提
供充足的教学空间和时间，才能让我们的音乐教育更上
一层楼，才能在音乐的传承上走得更远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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