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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小学课外音乐活动实施新探
——以非遗研学游为例

彭雅薇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研学旅行是课外活动的创新形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与音乐课外活动存在深度互涉，是

对音乐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和增益。近年来课外音乐活动存在止步不前的倾向，在以核心素养为背景的新时期下，

非遗研学游能够助推中小学音乐教育突破困境，能够构建真实情境，利于审美感知；培养文化自信、促成文化理解；

打通内外壁垒，丰富课程资源；增色课外活动，实现质效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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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研学游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结合的

课外实践活动，在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音乐存在深度互涉，以非遗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是音

乐课外活动的扩充形式。当今基础音乐教育存在美育弱

情境化、民族音乐的边缘化、校内课堂与校外生活脱离

化、课外音乐活动形式化等等困境，迫切期待新的课外

音乐活动形式来弥补课堂教学短板。而非遗研学游以其

独特的优势，成为助推中小学音乐教育突破困境、迎来

新篇章的力量。1

一、非遗研学游的概念介绍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

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

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1]，自国家旅游局

于	2016	年颁布了《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教育部等11个

部门于2016	年颁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2]后，研学旅行已成为基础教育界的热点词汇。研

学旅行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教育大家孔子

提出的“游学”。在国外，研学旅行也已经是基础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新加坡、芬兰等都有相对完善成

熟的研学旅行实施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统节日、戏剧、评书、武术

等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人民

口传心授、世代相承的无形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是

历史文化与民族记忆的集中反映，是民族情感表达与民

族精神传递的重要载体。[3]作为弘扬民族音乐、提升文

化自信的有效途径，非遗进入基础教育、让社会主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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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研学游指的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研学旅

行的主要对象，通过集体旅行的方式使学生对非遗有更

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感受华夏大地上下五千年的灿烂

文明、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合作能力等等。

各种非遗项目的成立与落实，让我们看到非遗研学游的

可行性与必要性，而以音乐为主要载体的非遗研学游之

于音乐教育而言，也具有与课堂音乐教学和传统课外音

乐活动不同的意义。

二、非遗研学游助力音乐教育困境突围

（一）构建真实情境，利于审美感知

“美育”是通过教育的途径让受教育者积累审美

经验，显现出美感意识，从而具备对美的鉴赏能力[4]。

202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基本

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学校美育体系[5]。音乐教育以审美为中心，以音乐艺术

的独特魅力来构建学生的审美心理，在音乐课堂实施美

育，是所有音乐教育者的首要目的。

针对当今审美教育弱情境化甚至是去情境化的困境，

非遗研学游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非遗研学游为

美育创设了真实的情境：学生亲临到优秀传统戏剧、音

乐、舞蹈等的场域，视听都将得到美的震撼，身心都将

得到美的浸染。非遗研学游为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体验、

感受、领悟我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效平台，

也为美育的情境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在非遗研学游中，学生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了非遗

的魅力，了解了非遗传承人的匠心精神，领悟了非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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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至今的千古历史，探寻了各地方的音乐体裁、音乐表

演形式的流变，也在真实的情境中了解了我国民族音乐

的迷人之处，这样情境化的审美教育效果，是学校音乐

课堂无法比拟的。

（二）培养文化自信，促成文化理解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

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

信心。文化理解是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指的是通过音乐感知和艺术表现等途径，理解不同文化

语境中音乐艺术的人文内涵[6]。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

民歌、器乐、歌舞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汇聚了中华文

化的精华，是民族音乐文化的根脉，理当是音乐课程的

重要内容[7]。然而，我国的音乐教育对学生音乐基本能

力的培养也是从五线谱、视唱练耳等等开始，而对我国

传统的工尺谱、民族调式等愈发陌生，民族音乐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百年来处在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我们

也迫切需要新的教学形式和手段让传统音乐以被学生所

接纳、认可，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促成文化理解，

最终走向文化认同。

首先，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非遗蕴含的各地千古

流传的地方文化精髓，使其成为推动文化自信的代表产

物。将非遗与研学旅行结合起来，学生能够亲临非遗现

场，深入了解非遗产生的背景、地域文化、传承方式、

历史变迁和文化意蕴，了解不同地域人民的生活向往，

感受民族音乐甚至是民族文化的魅力，非遗纳入研学旅

行教育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

让中小学生热爱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根植于心，对于

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8]。

其次，“非遗研学游”能够让学生沉浸在非遗的场

域，与当地人民甚至是非遗传承人深入交谈，真正了解

我国各地五彩缤纷的文化色彩，在培养学生高度文化自

信的同时，也能让学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理解不同地

域风格迥异的音乐文化，树立平等的文化价值观。非遗

研学游是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彻底颠覆：以不同

地域的非遗为主题进行研学旅行，能够让学生以海纳百

川式的高度去理解和尊重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差异，树

立平等的、多元的文化视野，促成文化理解。

（三）打通内外壁垒，丰富课程资源

虽然音乐课程分为课堂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

但由于功利主义和应试教育的影响，课外音乐活动的实

施未能得到保障，当今的基础音乐教育仍然以学校为主

阵地，学校基本上构成了教育资源的全部来源，校内课

堂与校外生活的壁垒尚未完全打通，无可避免地造成了

书本知识远离生活、理论脱离实践、课程资源一元化的

弊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校内习

得的文本性知识需要在校外进行实践，这在任何学科中

都是不变的真理，在音乐教育中也仍然如此。以文化理

解为例，无论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如何引人

入胜，其实质上都是理性经验先行，教师从文本性的语

言出发告诉学生要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而非真正让学生沉浸式的走进传统音乐，自发性地生成

文化自信，达成文化理解。

生活教育理论主张将学生置于开放的环境中，反对

将学生仅仅限制在学校的有限空间里，强调到更广阔的

生活中去体验、去学习[9]。研学旅行是研究学习与旅行

的巧妙结合点，是引领学生走出学校桎梏、走向多彩世

界的有效手段，能够充分打通校内外壁垒。作为跨越学

校壁垒的社会生活蕴含着更为丰富多姿的教育资源，非

遗研学游是助推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进生活的

有效途径。

第一，非遗研学游能有效促进音乐教育贴近生活。

“游学博闻”的研学旅行将学生的发展放入广大的社会

环境中，将学生从单一地认知学习系统中，转变为以亲

身体验为主的、丰富的生活环境之中，有利于激发学生

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互动性，促进其知识与能力、

认知与实践等的形成[10]。前文已经提及，音乐课堂是预

设式的，学生接受的是通过教师讲授出来的间接经验，

虽然也具备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毕竟与学生的生活相脱

离，无法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但非遗研学游能够将学

生放置于充满音乐教育意义的场域中，学生并不被“圈

养”在校园里，不被束缚在教室和课本中，学生转变为

探究者、发现者，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是学生自己主动

去探究、生成、建构的直接经验，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

达到与教学目的相一致的共鸣。

第二，非遗研学游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教

育的目的第一是“教书”，即教授知识，第二是“育人”，

即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在学校

教育中，我们毫无疑问能做到前者，但后者的培养却需

要走出校园，在校外活动中进行。在非遗研学游中，学

生离开了熟悉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在课堂教学

中无法遇见的，而这些问题和困难恰恰是锻炼学生、促

进其社会化、培养其品格的绝佳机会。在研学旅行中，

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独立自主能力、小组合作能力甚

至是耐力、坚持不懈的精神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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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色课外活动，实现质效双增

活动课程的历史渊源悠久，最初的教育理念来自著

名教育学家杜威提出的“做中学”。音乐课外活动是对课

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和增益，能够为学生搭建动手动脑、

体验音乐的平台。但就笔者的实地观察来看，当今的课

外音乐活动实施存在活动过程形式化、活动目的模糊化

等问题。在低年级的音乐课堂中，课外音乐活动的实施

有部分流于形式，学生未能真正体验到音乐的魅力和活

动的快乐，“做中学”的理念也很难彰显。

研学旅行是课外活动的创新形式，自2016年教育部

等11个部门颁布《意见》以来，才逐步在中小学进行实

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音乐息息相关，将丰富多彩且具

有育人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相结合，其实

是对课外音乐活动的拓展和丰富。非遗研学游包括课程

型非遗研学游活动、体验型非遗研学游活动、观摩型非

遗研学活动等等，以下是湖南省非遗研学游的部分案例。

表1  非遗研学活动举例 [11]

项目名称 研学目的 研学内容 学生所处阶段

洞庭渔歌

了解洞庭渔歌是一部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祈愿诗，诗

一部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畅想曲，是一部丰富的巴陵土

语词典，更是一部湖区渔民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视

觉享受感知非遗的美学价值，增强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

宝贵遗产的自豪感。

观摩劳动类渔歌、生活类渔

歌、爱情类渔歌、送别类渔歌

和祈祷类渔歌的表演

初中、高中

平江九龙舞
了解九龙舞步骤及动作。通过视觉享受感知非遗的美学价

值，增强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宝贵遗产的自豪感。
观摩平江九龙舞表演 初中、高中

桑植民歌

了解桑植民歌，体会桑植民歌是桑植人安身立命之本，感

受器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视觉享受感知非遗的美学

价值，增强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宝贵遗产的自豪感。

观摩桑植民歌表演 初中、高中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遗研学游是有丰富多彩的取材

来源、组织形式的课外音乐活动，它克服了传统的课外

音乐活动主题单一化、实施形式化的缺点，将学生置于

真实的审美情境中，让学生自己去感受美、探索美、发

现美甚至是创造美，也能够真正激发起学生的兴趣。非

遗研学游以明晰的目标为导向，以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主题，较传统的课外音乐活动而言，其有效性

和多样性都有了突破。

三、结语

非遗研学游是音乐课外活动的创新形式，也是研学

旅行的创新形式，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形式，

对于音乐学科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是打破传统

音乐教学藩篱、突破教学困境的有效手段。我国具有丰

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当前非遗研学游的教学

设计案例还不够丰富，广大教育工作者可以积极探索、

勇于实践，设计出更多基于音乐核心素养本位的非遗研

学旅行，实现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增益，丰富非遗研学

游之于音乐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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