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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的高校音乐 
教育课堂应用模式研究

吴 昊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生活在该地区的壮、侗、苗、瑶、京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产生了大量的民歌、器乐、戏曲，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这些丰富的音乐形态是建设高校音乐特色课程
体系的源泉，对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进行开发和应用，是一项彰显地域音乐文化特色的项目。本文以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课堂应用与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作用为研究目的，为进一步开发
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与构建地方高校特色专业课程体系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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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已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

作了较系统的整理。目前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所收集整理

的有关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集成中，包括了

大量的少数民族音乐曲种和精选曲目，从这些浩繁的音

乐烟海中筛选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代表曲种和曲目，是

构建起相应的特色课程体系以及实践互动育人体系的重

要基础。

2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途径

就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来看，地区特色民族

音乐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而高校音乐教育

课堂中，除了要积极学习国内外的优秀音乐文化内容，

也需要把握当前的音乐多元化发展冲击，传承中华民族

文化的特色，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内涵和价值观等，

这对于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而目前在进行广

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中，也面临一些不足和阻碍，

需要高校强化音乐课程资源开发力度，做好教学内容和

形式创新 [1]。

2.1 强化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促进课程资源
丰富

校本教材的开发必须要充分利用广西地区的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资源，对于各民族中优秀的音乐文化、乐器

资源成分进行充分挖掘，研究其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价

值。桂林旅游学院音乐表演专业通过聘请少数民族音乐

传承人的途径，充分利用和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编著了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系列丛书，包括声乐教学与训练曲集、

器乐教学与训练曲集、视唱教学与训练曲集，对该校的

音乐课程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桂林地区的兄弟高校积极推广经验，构建

音乐课程开发资源库，将优质的广西少数民族优秀音乐

资源通过有效开发，融入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为音乐

课程教学提供丰富多样的素材，促进音乐教学改革发展。

当今的音乐教育趋于多样性，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

使当代音乐教育的重点正在向本土文化上回归，我国的

音乐教育思路将逐步摆脱西方音乐语境的束缚，使优秀

的民族音乐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从而推进本土音乐教

育体系的建立。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多彩，民族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经过大量的收集、整理，

以及相应的论证和理论研究，已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

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如何更好地保

留和传承这一民族音乐文化的传统，是当前迫切需要完

成的使命。开发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资源，挖掘优秀少数

民族音乐，对其音乐文化特质、音乐形态特征、演唱、

演奏特点进行分析与实践，用于课程教学之中是当前高

校音乐教学追求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现教育大

众化的背景下，怎样将逐渐开发利用的少数民族音乐创

新教育体系和音乐专业院校的教学融合，能够起到教育

指导功能，是一个广大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音乐形态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地，音乐形态丰富，各个民族

的音乐都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在少数民族乐器方面，壮

族的天琴、七弦琴、马骨胡、铜鼓，京族的独弦琴，侗

族的琵琶、芦笙等，种类繁多并各具特色，其中芦笙作

为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在日常的生活、

仪式、祭祀等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民间歌曲方面

主要包括山歌和多声部民歌，一种是在民族风俗活动中

以呈现爱情、婚嫁为主的风俗歌曲；还有一种是以生产

劳作方式为主的劳动歌曲，这些歌曲在不同的社会形式

中产生，有利于音乐的发展和多声部歌曲审美意识的形

成，而将民族音乐的风格韵味展现出来。

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族音乐学界的

专家学者经过大量的收集、整理，以及相应的论证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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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积极寻找课程融合路径，促进文化在课程中
的渗透

为进一步促进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在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深入了解读音乐教材，并把握好

广西特色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在进行高校音乐教材

编写的过程中，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

化内容融合到教材中，实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课

程教学中的渗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少数民族

音乐文化，也能够积极主动的通过学习，将广西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真正用地区的特色民族音

乐文化来推动高校音乐课程的发展，为地区培养更多的

优秀音乐专业人才。

3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桂林旅游学院作为广西地方特色旅游院校，将广西

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纳入素质教育、职

业教育体系，以政府大力支持为依托，以创新性资源开

发和长效性机制建设为抓手，形成了以特色课程体系与

实践性教学互动为核心人才培养模式，在广西少数民族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传播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1 构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传习平台
桂林旅游学院于 2014年成立了大型广西少数民族音

乐传习平台——七玄乐府，包括壮、侗、苗、瑶、京等

少数民族的天葫芦琴、地葫芦琴、萧啵、侗笛、芦笙、

茫笙、碗锣、丈鼓等八大系列 288件广西少数民族乐器，
组建了“七玄乐府”乐团，编排了多首广西少数民族音

乐作品，为中外来访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及群众进

行了数十次公开演出，受到国务院副总理、自治区两位

副主席和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赞誉，并获得自治区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支持。七玄乐府传习平台的搭建，将广

西少数民族音乐融入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言传身教

的传习空间，使学生感受少数民族音乐的魅力，让学生

具备更好的少数民族音乐作品的诠释能力，并具有传承

与创新的意义和功能。

3.2 七玄乐府项目和音乐课程的融合
七玄乐府项目在教学中主要是以乐团形式进行教学，

开展芦笙、侗笛、天葫芦琴、地葫芦琴、打击乐、多声

部民歌等课程，采用的教学模式为集体课，由少数民族

音乐传承人来担任课程的教学，主要采用示范、讲授、

合作的教学方法，并合理运用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资源，

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融合到课程教学中，重视广西少数

民族音乐的研究与传承，选择广西民歌、少数民族器乐、

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作为教学内容，关注教学内容与

形式，注重演唱、演奏实践的实际效果，以及引导广西

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在学生音乐创作的应用，并不断提高、

探索更好、更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加强实践与创新能

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音乐技能的同时还具备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能力。

4  结语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地区的特色文化组成部分，

拥有较大的文化传承价值和开发价值。将广西少数民族

音乐文化作为高校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对象，一方

面是顺应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一方面继

承和发扬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能够促进地区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此外，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地区高

校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音乐教学发展，

为音乐教学提供更多的素材和资源支持，对于促进音乐

课程教学发展，培养更多的特色音乐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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