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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花儿”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传承与发展
——以临夏回民中学申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为例

赵永山

（临夏回民中学，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731100）

摘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深入，作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受

到世人的关注。临夏回民中学以申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

承基地”为契机，在音乐教学中开展了“花儿”传承、发展的多

项活动，积极探索“花儿”与青少年教育的相关问题，这将对“花

儿”在校园的传播、传承、发展，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花儿”；高中音乐；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化，是中华

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历史、文化审美、道德价值、精神追求等。在高中音乐教

学中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塑造青少年健全的人格，传播社会

主义正能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临夏回民中学以申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为

契机，率先在临夏州高中音乐教学中将“花儿”纳入课程体系，

开展了“花儿”传承与发展的多项活动。这无疑是该校正确把握

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将“花儿”这一“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高中音乐教学进行有效融合，探索“花儿”与青少

年教育方面的有益尝试。其主旨就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出

发点，注重对学生兴趣爱好的调动，重视开展音乐实践教学工作，

在增强学生创造意识的基础上，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合理继承与

弘扬。

一、临夏回民中学概况

临夏回民中学始建于 1953 年 9 月，1980 年被省教育厅批准

为省州双属重点中学，2006 年被评为州级示范性高中，是临夏州

教育系统的窗口单位。曾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省教育厅，授予“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

示范单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称号。

（一）整体规划

2013 年 8 月，学校在州委、州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搬到了

位于临夏市城郊镇堡子村的新校区，占地 240 多亩，有教学楼、

行政楼、艺体楼、学生公寓、教师公寓、图书馆、体育场、体育馆、

学生餐厅、教师餐厅等，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花园式”学校。

（二）学生来源

学校现有现学生 5000 多人，教师 360 多人。其中，以回族、

东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教师占师生总数的 2/3 以上，汉族

师生占总数的 1/3 左右。学生主要来自临夏市、临夏县、东乡县、

广河县、积石山县等县份，极少部分来自新疆、河南、青海、兰州、

河北等地。

（三）办学情况

该校长期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为各级各类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

的人才，也为临夏地区培养了众多合格的社会主义青年，在地区

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属于州直重点中学。

二、申报项目的背景

2014 年 9 月，临夏回民中学为了积极推进“州内一流、陇上

有位”现代化学校的建设，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以“山路不通

走水路，水路不通走旱路”育人思路，大力倡导艺术教育，把民

歌“花儿”纳入学校正常的音乐教学与特长教学体系当中，开启

了“花儿”进校园的办学历程。

（一）根本宗旨

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为行动指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夯实基础，不断改变作风，

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作为崇高的理想，努力提高思想站

位，认真践行本质工作。

（二）核心理念

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为使命，以传承、发展“花儿”艺术为

目标，以文化课教学为主要抓手、以“花儿”教学为主要突破口，

着力打造“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情感人”的教育理念，

积极探索人文教育与特色教育相结合的学校发展之路。

（三）有利条件

该校在“花儿”的传承与发展中，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临夏回民中学的少数民族师生对“花儿”

有特殊的感情；学校成立了以赵永山（以演唱、研究“花儿”见长）

老师为负责人的“花儿”教学团队，还有专用的音乐教室、钢琴、

音响制品、书籍及曲谱，为顺利开展丰富多彩的“花儿”活动提

供了保障。

三、开展的具体工作

在上级教育部门的亲切关怀下，学校将“花儿”纳入教学体系，

从培养学生对“花儿”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等方面

推广“花儿”，使具有地域资源和群众基础的“花儿”，在临夏

回民中学的校园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种做法符合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即：音

乐教育并不是专属于音乐家的教育，而是以人的教育为根本。这

同时也与匈牙利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的教育理念相契合，即：

音乐本身是属于每个人的。为此，临夏回民中学的“花儿”项目，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课程设置

学校主要以高一、高二的音乐特长生为活动主体开展活动，

教师们尽量选取在当地群众中传唱较多的曲令为主，编配适合高

中生演唱的“花儿”歌词，教学生唱“花儿”。其中，对于普通

学生以兴趣为主，提倡参与“花儿”社团和文艺演出，每周有固

定的时间跟老师学唱“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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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团活动

“花儿”教师团队鼓励学生们了创办了相关的社团，并且开

设与音乐文化相关相关的课程，将“花儿”表演内容融入到了形

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使“花儿”这一民族艺术瑰宝迈开了

从田野走向了学校，从学校走向艺术殿堂的步伐。

（三）特长教学

针对音乐特长生的学习需要，“花儿”教师团队因材施教、

因地制宜，开设演唱“花儿”和笛子吹奏“花儿”教学课程，让

有歌唱兴趣、有笛子特长的学生能够将特长与“花儿”艺术相结合。

（四）“花儿”研究

“花儿”团队把“花儿”学术研究，纳入常规教研活动中，

不断拓展研究“花儿”的深度和广度。在赵永山老师的带领下，“花

儿”研究工作从校园走向了社会，从地方走向了高校乃至全国。

四、取得的成绩

在校园传承“花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事，牵扯面广，实施

难度大，容易受家庭氛围、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为了搞好“花儿”在临夏回民中学的正常传承与发展，“花儿”

团队敢为人先，大胆创新，通过学生、教师、学校三个层面的结合，

立体式的做了“花儿”进校园工作众多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一）论文发表

自 2013 年起，赵永山老师的多篇“花儿”论文，在相关学术

期刊发表。如：论文《多元文化时代如何提升花儿演唱艺术品位

之我见》入选《首届“百益杯”全国第花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论文《花儿与花儿歌手的当代传承》入选《花儿论文选集》；论文《“一

带一路”背景下河州“花儿”的文化价值研究》分别在 2018 年的

《群文天地》和《甘肃文艺》发表。

（二）学术交流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赵永山老师多次受邀参加了全国的大

型学术研讨会。如：2017 年 9 月，他受西安音乐学院邀请，参加

了“第四届丝绸之路民歌展演暨研讨会”，在大会中作了《“花儿”

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的主题发言；2018 年 11 月，他受四川音乐

学院学院邀请，在第七届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中，

作了《非遗视野下“花儿”的文化价值研究》主题发言。

（三）节目展演

2016 年 8 月，赵永山、李丽娜编排的歌舞《河州花儿别样红》，

赴敦煌参加了“首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青少年国际非遗项

目展演”活动，获了三等奖。2018 年 7 月——8 月，赵永山老师

参加了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目——“花儿”青年表演人

才培训与“丝路花儿红”的巡回演出。

（四）学生获奖

2018 年 3 月，赵永山老师指导的“花儿”学生何玉山参加了

全国大型综艺节目《歌从黄河来》，现场演唱了“花儿”《下四

川》和《仓啷啷令》，得到了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教授的好评。2019 年 4 月，由赵永山老师指

导的郭龙同学撰写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背景下“花儿”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获得了第三十四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行为和社会科学组的二等奖。

（五）媒体宣传

2019 年 8 月 1 日，甘肃省教育厅主办的《未来导报》，在头

版对临夏回民中学荣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方面

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进行了以《这里的“花儿”别样红》

为题的报道。2019 年 8 月 28 日，临夏州《民族报》正刊，报道了

临夏回民中学开展“花儿”进校园的工作。

五、今后的设想

“花儿”在校园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既要得到

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心与支持，更要得到广大师生包括家长

的支持和社会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临夏回民中学的“花儿”

艺术传承基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具体来说，在今后的工作中

应做好以下几点：

1. 积极的与西安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对接，培养更多的“花儿”学生到它们的音

乐学院深造。

2. 主动邀请省教育厅、文化厅等相关部门，对学校的“花儿”

传承基地及项目实施进行实地考察，争取把学校作为全国“校园

花儿”研究基地和有关高校研究“花儿”的实训基地。

3. 定期开展以传统文化进校园为主题的全国、全省性“校园

花儿”学术研讨会，促进“花儿”艺术在我校及我省中小学蓬勃发展。

4. 利用学校的特长教学优势，在学生中培养优秀的“花儿”

歌手，参加全国、全省的民歌大奖赛及青少年才艺展演，做好“花

儿”在校园的保护、传承及发展工作。

5. 鼓励专业教师在学校定期举办“花儿”艺术成果展，包括

教学成果与研究成果，并支持他们在学校开展“花儿选修课”和“花

儿”社团活动。

6. 长期支持教师做“花儿”的演唱与研究工作，不断提高

教师的业务能力，为教师参加全国性民歌大赛及学术研讨会搭

建平台。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更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

的动力，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花儿”作为西北优

秀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这是上天馈赠

给西北各族人民群众的一份厚礼。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只

有从青少年抓起，长期坚持做好“花儿”在校园的传承与发展工作，

才能传播好中国好声音，才能让古老的“花儿”容光焕发，成为

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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