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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区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由于具有地理位置较
好、自然文化丰富、艺术形式多样等特点，因此也成为了许多
游客出行的必经之地。而不得不说的便是海南地区丰富多彩的
本土音乐艺术，其中包括儋州调声、琼中黎族民歌、崖州民歌、
临高渔歌、海南地方戏曲等，同时还包括带有海南民族特色的
现代通俗音乐。而这些宝贵的民俗音乐文化如何更好传承和发
展下去，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让更多人认识和热爱海
南本土音乐，发展海南本土文化也是海南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1、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本土音乐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彰显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所
独有的特色艺术形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民俗风
情等文化内容，对地域的传统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而传
承本土音乐文化也对增强人们民族认同感、提升民族意识具有
深远影响。因此，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极其重要。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有利于普及本土音乐文化
目前，各类流行音乐的兴起，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忽视本

土音乐文化，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人来说，对于本土文化更是较
为陌生。而将本土音乐运用到高校音乐教学之中，能够让更多
青少年学生接触了解到本土音乐文化，通过本土音乐文化的学
习让更多学生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增强学生对家
乡的认同感和热爱之情，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 [2]。通过音
乐教学的学习让学生以家乡为骄傲，实现美育的真正价值。

1.2 有利于传承本土音乐文化
在高校教学中加入本土音乐教育是传承地方本土音乐的有

效途径。通过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培养和熏陶，
能够让更多学生热爱本土音乐文化艺术，在之后的教学中，培
养出更多优秀的具有地域性音乐文化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影响。

2、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中的应用存在的问题

2.1 海南本土音乐文化传承观念缺失
目前，尽管海南文化界对海南本土音乐加强了重视，同时

有更多的海南本土音乐工作者对海南本土音乐进行研究，而在
全面推行社会文化发展的今天，高校对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的传
承问题仍然认知不足，大部分高校教育中对于本土音乐文化教
育传承有着严重的缺失。早在 2011年版的《音乐课程标准》上
就有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教
学重点，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的音乐课程中来，但却并未
有人真正做到将本土音乐文化运用到实际音乐教学中 [3]。经过
对海南省高校音乐教育的调查研究显示，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

海南本土音乐教学几乎是没有的，另外大部分海南高校音乐教
师对海南本土文化教育传承观念意识较为浅薄，在音乐课堂教
学中，课例大多为外国音乐而非本土音乐，并未正确意识到本
土音乐文化对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这也就导致高校学
生无法体会到海南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真正意义。

2.2 海南本土音乐教材匮乏
在海南地区的高校课堂上，目前有关于海南本土音乐文化

的教材内容极度匮乏，这也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影响了海南
本土音乐在高校课堂上的有效发展。由于音乐教师没有相应的
音乐和资料作为参考，无法将课堂本土音乐教学更加系统化，
也就难以更好的开展教学。因此，若是想将海南本土音乐文化
持续传承下去，首先是改革高校教育的音乐教材，将海南本土
音乐融入到具体的音乐教材中，使其能够更好的在高校课堂中
呈现出来，将海南本土文化传承发展。

2.3 地方本土音乐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教师身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领者，在教学中占有主导作用，

海南本土音乐的文化传承也离不开音乐教师的引导。但目前在高
校中，关于教授海南本土音乐教师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一方面，
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没有具体了解过海南本土音乐的文化特色，
也没有全面学习过地域本土语言，所以在高校音乐课堂中无法
开展海南本土音乐方面的教学。另一方面，了解海南本土音乐
的大多是老一辈歌手或者是民间艺人，没有相关教学经验也无
法进入高校课堂进行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的教授，师资力量不足
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海南本土文化在高校中的传承与发展 [4]。

3、提升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中应用的有效
措施

3.1 建立海南本土音乐网站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已经遍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并逐渐进入人生的生活。因此，海南地区高校可充分利用互联网
的普遍让更多学生认识到海南本土音乐。以下为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可在海南地区政府的支持推动下，让高校建立海南

本土音乐网站并安排相关音乐教师或校领导进行维护和运营，
同时与其他网站达成合作并推广，提高网站的曝光度和浏览量，
并在高校内开展海南本土音乐的相关活动，让更多学生关注并
了解。其次，在网站内设立不同版块，将有关海南本土音乐的
不同类别分别放入不同版块之中以便高校学生欣赏和学习，并
设立学习讨论区、文化普及区等，使高校学生可针对不同类别
的本土音乐展开交流和探讨，在文化普及区可向高校学生介绍
其海南本土音乐的相关历史和文化知识，从而使高校学生对海
南本土音乐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5]。

3.2 在高校开设海南本土音乐选修课
在海南高校教学中，可开设海南本土音乐选修课程，增加

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本土音乐是指国家某个地域的特色音乐文化，在高校教学中运用本土音乐有利于高校学生对带有传统特色音乐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而目前，部分高校在将本土音乐应用到教学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以海南本土音乐着手，分析当下海南本土音乐

在海南高校教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希望对本土音乐更好在高校教学中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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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了解认知海南本土音乐的有效渠道，选修课程可分为
公开选修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公开选修课程意在让高校学生
加强对海南本土音乐的认识，了解并欣赏海南本土音乐。而专
业选修课程不仅是为了加强学生认知，更是要让学生学习海南
本土音乐的演唱方法和演唱技巧，将海南本土音乐当成专业来做，
以促进海南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中传承发展。

3.3 将海南本土音乐与其他课程相结合
在高校音乐课堂中，将海南本土音乐与其他课程相结合也

是一项有效的方法手段，让海南本土音乐与其他课程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与其他课程达到有效结合 [6]。例如：在部分高校的
舞蹈课上，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流行舞种，还可以将海南地区
的“竹竿舞”、“盅盘舞”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舞蹈加入到舞蹈
课堂的教学中，充分让学生感受到海南本土音乐民歌与舞蹈的
淳朴与民族美。又如：将海南本土音乐儋州调声、临高渔歌、
海南地方戏曲琼剧等极具海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
合，让学生对海南本土音乐的风格旋律进行学习并学会演唱，
再将本土音乐与流行音乐大胆改编融合，创作出既富有海南本
土音乐特色也带有流行元素的音乐，充分激发学生的音乐创作
热情，也能够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本土音乐文化渗透，促进海南
本土音乐的发展。

3.4 加强海南本土音乐传承意识
为促进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中的发展与传承，海南高

校应当加强自身对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视，再从根本上引导
学生对于海南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意识，通过在高校校内组织
海南本土音乐的相关活动，学习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知识，让学
生正确认识海南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7]。另外，在音
乐课堂上为学生介绍海南本土文化的相关历史背景与民俗文化，
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家乡本土音乐的魅力，使其在音乐课堂上，
能够更好实现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

3.5 编写海南本土音乐教材
将海南本土音乐转化为教材，这也是目前海南本土音乐发

展的重中之重。教材能够让高校学生更加系统全面的了解海南
本土音乐文化，也能够让音乐教师在教学中树立好教学方向和
教学目标，从而更好的开展有关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的课堂教学。

而在教材的编写上，要注意的是教材的准确性，在这一点上可
以请海南本土音乐的研究专家与专业的音乐教师来进行教材的
编写，同时还要注意避免教材内容理论性过强，文章生涩难懂
等问题，以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因教材太过枯燥、不易理解而
降低对本土音乐的学习兴趣，从而放弃对海南本土音乐的学习。
在教材的选材上，可以借鉴《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海南卷》与《黎
族民歌三千首》，从中选取较为经典、典型的海南本土音乐素
材来纳入教材之中。在教材的内容上，要加入海南本土音乐的
相关历史知识与文化背景，让学生深入了解海南本土音乐的民
俗文化特色，给学生更为直观地感受，来体会海南本土音乐的
艺术魅力 [8]。

3.6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为了使海南本土音乐更好的传承、融入到海南高校的教学

之中，海南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南本土音乐教师的师资培训
力量，转移在高等师范教育类院校的培养方向 [9]。尤其是高等
音乐师范类院校，在培养储备音乐教师时，要在教学内容上增
加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的相关知识内容，着重加强储备音乐教
师对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知识的学习，为海南省高校输送更多
具有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素养的音乐教师力量，为今后在海南高
校的海南本土音乐文化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4、结语

综上所述，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的应用中起到传
承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海南高等院校要加强对
海南本土音乐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重视程度，全面提高音乐教
师对海南本土音乐文化的认识，通过上述所说的方法手段，加
强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中的应用，提升高校学生对于
家乡本土音乐文化的认知与热爱，进而促进海南本土音乐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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