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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民歌传承与保护策略分析
古夏玥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 合作 747000）

摘要：甘南藏族民歌是藏族音乐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甘南

藏族民歌音乐的内容、风格、形式丰富多彩。但在外来音乐文化

的冲击下，甘南藏族民歌音乐文化逐渐失传的现象较为严重，急

需挖掘、保护、拯救和发展。将甘南藏族民歌引入当地的音乐课

堂教学，是传承和保护本土文化的重要途径，笔者通过问卷调查

对当地两所中学的音乐课教学现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适合甘南藏族民歌传承与保护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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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地区中学音乐教学教育概况和现状调查

甘南藏族民歌是藏族音乐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甘南藏族民

歌音乐的内容、风格、形式丰富多彩。但在外来音乐文化的冲击

下，甘南藏族民歌音乐文化逐渐失传的现象较为严重，急需挖掘、

保护、拯救和发展。学校虽然也积极实施本土文化进校园，但音

乐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仍然处于“边缘地带”。针对于上述现

状笔者自 2020 年 3 月开始调查，以期揭示本土中学音乐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并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此次调查主要针对甘南州省

级示范性普通类高中合作一中及民语类高中合作藏族中学的学生，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

二、合作地区中学音乐教学教育概况

（一）学校层面

在高考和中考竞争压力逐渐加强的今天，两所学校虽都开展

了音乐课，各年级每周一节音乐课，但由于课程安排紧张，教学

进度难以完成，音乐课堂经常被其他的中考和高考科目占用，个

别教师即便开展了音乐教学，但内容基本以初高中人教版音乐教

材为主，或以流行歌，红歌为主，合作藏族中学课堂中虽教授藏歌，

但主要是以流行音乐为主，很少涉及到本土藏族民歌。为减轻学

习压力，合作一中和合作藏中在课余时间为学生举办了丰富的业

余生活 ，但主要是以书法、绘画、朗诵、红歌比赛为主，并未设

置本土音乐的相关活动。

（二）教师层面

在走访过程中两校共有专职音乐教师 9 名，其中合作一中三

名，合作藏中 6 名，其中有 4 名音乐教师，对甘南藏族民歌缺乏了解，

由于客观原因，至今未接触过甘南藏族民歌，其中有 2 名音乐教师，

虽有了解 ，但没有的学习过甘南民歌，其中 3 名教师为甘南本地人，

对甘南民歌有过学习 ，但缺乏系统，演唱水平整体不高，未开发

关于甘南民歌的校本教材及将甘南藏族民歌引入中学课堂的相关

研究实践。

（三）学生层面

受家庭和学校大氛围的影响和流行音乐和外来音乐的干扰，

两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山区，家庭较为贫困，在他们的观

念中只有学好文化课，才能摆脱贫困，享受更加优质的生活，

从而将对本土音乐的学习抛之脑后，其次流行音乐在现实生活

中受到人们的追捧，对本土音乐的学习有较强的冲击，影响学

生的审美观念和思想倾向。对传统民族文化缺乏传承意识和保

护意识。

三、甘南藏族民歌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二）设置课堂教学内容

通过对甘南藏族民歌的艺术特点、演唱方式和合作当地学校

音乐课堂教学的综合分析，在课堂教学内容上反复甄别，认真揣

摩分析，兼顾多种因素，所选谱例内容应富有正能力，思想积极

向上，歌词朗朗上口，曲调变换简单，符合趣味性，传唱度较高

的作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由易到难，逐步渗透。

（二）教学计划的制定

1. 指导思想

以新课标理论指导，面向全体学生，以甘南藏族音乐为载体，

丰富课堂教学模式，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联系学生

现实生活，加强学生的实践性，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为甘南民

歌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基础。

2. 教学内容选择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图书和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民歌曲谱，走

访甘南当地的民间艺人，对相关的作品和谱例从难易程度以及适

用范围进行分类和整理，从实际出发，从基础做起，由易到难循

序渐进逐步深入，层层铺垫，选择曲目大多篇幅较短，旋律较简单，

歌曲具备经典性，富有代表性，歌词通俗易懂，节奏欢快，速度适中，

旋律多为反复，学生容易掌握。

此曲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传唱度较高的作品，属于甘南

藏族音乐中的“勒”，此曲从结构上来分析为五声目角调式，曲

式结构为二段式，歌曲的节奏是由节拍散板与有规律的拍子结合

在一起，节奏与此对应，整体节奏规律性较强，学生学唱过程较易。

同时歌曲表达了对父亲伟大的爱的赞美，孩子只有在父亲茁壮的

臂膀下，才能健康的成长，是体验亲情的一首作品，与现阶段高

中生德育教育结合紧密，让学生在演唱歌曲的过程，受到亲情教育。

此曲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拉伊中的代表作品，由于地处高

原深处的拉伊作品保留了传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一望无垠的

草原和连绵的雪山影响着玛曲藏歌的旋律，整部歌曲给人以欢快、

自由的感觉，旋律上升的时候比较急促，下降时则比较缓慢，这

首歌曲贴近高原的生活环境，贴近当地游牧人民的生活，音乐旋

律高亢舒展，此曲像是在茫茫的草原上呼喊和眺望远处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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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　夏河地区的勒《阿香唠唠》

谱例 2　别的姑娘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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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现实生活的写真。

（三）教学完成情况及效果与评价

1. 教学完成情况及效果

课题组成员根据上述所选择的三首谱例，在实验校高一、高

二两个年级分别做了教学实践，在授课前认真备课，认真分析学

情，了解歌曲的背景和歌曲所表达出的情感。在授课的过程中学

生表现出了较强的学习欲望，课堂的参与度较高。在老师的引导

和耐心的授课过程中，最初的阶段由于学生对曲目不熟悉，不了

解当地的音乐特点，演唱起来较为生疏，表现较为拘束。但由于

在班级中有玛曲、夏河、舟曲等当地的学生，他们能快速结合当

地歌曲的分格，自信大胆的演绎，并在演唱过程中融入了当地藏

舞和生活情景中的动作和音调。到课堂的后期所有学生能融入自

身的情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脸上洋溢着笑容，表现出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学生经历了试听、感知、学唱、欣赏、表演等阶段，

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感受到了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洗礼，

让他们对甘南当地的本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甘南

藏族民歌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对本土音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

充实了中学音乐课堂，填补了甘南民歌在学校课堂教育的空白。

2. 教学反思与改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准确的分析学生的学情，能认真

的进行备课，设置课堂教学环节，设置学生活动，紧密结合中学

音乐教学的课程目标和要求，渗透音乐学核心素养。在课堂中突

出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授课过程注重演唱中的

咬字处理，唱腔练习、节奏的稳定性练习，在演唱的过程分析作

品的情感，加入了表演的环节，使学生能踊跃的参与到课堂中来，

增强了音乐课堂的实践性。将学生的情感与歌曲融为一体，提高

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升华学生情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对甘南藏族民歌传承的期望。但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由于教师

对甘南藏族民歌了解程度不够深入和演唱方式的单一，对当地各

县区的民歌的特点了解不够，未及时走访当地的民歌艺人，学习

各地音乐的精髓，对每一首歌曲都未能原汁原味的演绎。在课堂

的各环节的过度过程显得较为生硬，不够流畅。在作品的分析过

程中，结合牧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和当地的环境较少，导致在情感

的升华上层次不够深入。

在后期的民歌教学过程中，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要对当地

的地域特点和风俗民情了然于胸，及时走访当地的民间艺人，掌

握歌曲产生的背景，及演唱特点，完美的演绎每一首歌曲，成为

甘南民歌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传播者和传承者。

四、甘南藏族民歌在当地中学音乐教育传承保护中的建设策

略

（一）加强当地音乐教师关于甘南藏族民歌的培训力度

传承和保护甘南藏族民歌的关键在于学校音乐教育，但针对

于当地音乐教师对本土民歌从思想上不够重视，不会演唱，缺乏

培训等现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首先应该提高认识，冲分意识到

本土音乐的传承于保护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各学段音乐教师针对于甘南藏族民歌演唱、欣赏等方面的培

训力度，让每一名本土音乐教师，增强对民族传统音乐传承的自

豪感和责任感。

（二）开展相关竞赛活动，推动本土音乐与音乐课堂的融合

为更好地促进甘南藏族民歌在当地音乐课堂中教育教学，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在举行其他学科课堂竞赛的同时举办甘南藏

族民歌的课堂教学竞赛，并要求各县区音乐教师积极参加，邀请

当地舞蹈团专业演员、著名的民间艺人等作为教学比赛的评委。

开展这样的竞赛活动，一方面可以增强本土音乐教师对当地民歌

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在传统音乐课堂的基础上充分融入当地音

乐，促进两者的融合。另一方面可以扩宽民歌在当地的影响力和

传唱度，增强学生学习民歌的兴趣，教师课堂教学的热情，让当

地音乐课堂教学成为甘南藏族民歌传承和保护的阵地，让所有的

学生和老师成为传承和保护的种子，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旅游

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三）开发校本教材，创新音乐课堂

甘南藏族民歌虽现有较为完整的收录，但各地民歌由于地域

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虽收集的谱例较多，但真正适合当

地中学音乐课堂的内容不多。因此开发校本教材和乡土教材是关

键的步骤。各地区、各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特点，选取适合本校

学生演唱和欣赏的谱例，所选谱例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传唱度，

既可以弘扬当地当地的民间文化，也可以培养和践行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和健全学生的社会认知，强化和推动审美

育人作用，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本土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其次当地音乐教师需认真研读课标，在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的基础

上，打破传统观念，创新音乐课堂教学的模式，课堂教学思路，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让音乐课堂教学的核心素养，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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