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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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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高校民族声乐教育也带来了
全新的困境。在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如何突破当前高校民族
声乐教育的局限性，提高高校民族声乐的教育质量，已经成为
了当前高校音乐教师普遍关注的重点课题。本文通过对中西文
化比较视域下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困境与形成高校民族声乐教
育困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教育策略，对于提
高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1、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困境

1.1  西化后的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对民族文化情感有所
忽略

当前，在我国高校民族声乐教学过程中，由于受西方文化
所影响，教师普遍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提高学生的高声乐与精声
乐的演唱技巧上，且积极对西方声乐的文化形式与中西方的声
乐理论知识以及发声技巧进行探究，却忽略了对学生民族文化
情感的培养，从而导致很多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却极度缺乏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很多高校的民族声乐课程中，
并不包含关于民族文化构建的内容，因而没有形成具有我国特
色的民族声乐教育体系，导致大部分高校民族声乐专业的学生
虽然声乐技巧比较扎实，但对于民族声乐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与民族精神却缺乏情感共鸣。

音乐并不是听听歌、唱唱歌这么简单，其中除了包含审美
意识外，还包含了各种多元化的功能，如娱乐功能、语言交流
以及象征精神等。此外，音乐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发挥出不同的
作用，如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等。因此，地域特
色应该是民族声乐不可或缺的特点，既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
贴合，又要合理融入社会生活，从而有助于民族声乐的可持续
发展。

然而，很多高校对于民族声乐缺乏正确的认识，仅将其视
为音乐教育中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且忽略了其重要的地域
特色。当民族声乐中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被忽视，那么民族
声乐中所包含的故事也将失去了其重要价值。现阶段，高校民
族声乐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趋于规模化与科学化，
相对于传统民族声乐教育，过于强调声乐的技巧性，虽然比口
耳相传的传统教学模式更具备科学合理性，但却没有了情感底
蕴做支撑，进而导致高校民族声乐更像是被量化生产的商品，
失去了其独有的特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 [2]。

1.2  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为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发展带来的
困境

在对西方声乐的艺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我国的民族声
乐逐渐将其中突出的美声技巧进行吸纳，进而形成了当前我国
高校的学院风民族声乐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声乐逐
渐成为了我国高校声乐教育的主流体系，而民族声乐反而成为
了辅助位置。虽然中西文化的融合为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增添了
多元化的元素，但却也凸显了“土”与“洋”之间的冲突，进
而使民族声乐原生态与学院派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事实上，无
论是声乐技巧、声乐风格、教学模式以及发声技巧等，其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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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意义的矛盾，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保持住我国民族声乐的
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如果我国高校的民族声乐教育继续坚持
西方唱法而忽略民族唱法，或者只重视西方声乐的发展文化，
而忽略了我国自身的民族声乐发展文化，那么民族声乐只能停
留在表面化与形式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声乐的功能性，
不利于培养我国大学生的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 [3]。

2、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形成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困境
的影响因素

2.1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声乐作品的差异性
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下，声乐作品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
首先，在中国的声乐作品中，饱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以及含蓄委婉的和谐之美，而西方国家的声乐作品则更侧重于
一种恢弘大气的声乐情感，二者之间风格迥异，给予听众的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其次，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声乐作品虽然基本都是单一的线
性结构，但二者之间也有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南
方民歌一般以小三度为主，再利用加花变奏等方式促进旋律的
发展；而北方民歌则主要以四度或五度为主要旋律。与我国的
声乐作品相比，西方声乐作品的表现形式要更为多元化与立体
化，且在西方声乐作品中，表演具备更强的独立性，旋律则往
往起到了外部协调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相比于西方
声乐节奏性更强，能够为声乐作品起到装饰的效果，且中国民
族声乐中的节奏分布并没有太固定的分布规律，存在非量化与
随机性的特点。

最后，我国的民族声乐普遍以独唱或齐唱的形式为主，多
声合唱也是民族声乐作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民族声乐
作品的内容结构一般以音调为中心，再逐渐向周围发展变化，
呈较强的渐进性，但乐器的旋律通常缺乏自由性。而西方声乐
的旋律一般会由多种声部共同构成，呈现较强的自由性，比较
善于运用自然因素，进而给予听众一种多旋律的交织美 [4]。

2.2  中西方声乐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声乐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主要用于吟唱宗教中的

圣歌。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如巴赫以及贝多芬等，都曾创作过
相关的声乐作品。随着基督教与相关赞美诗在国际范围内的广
泛普及，西方声乐艺术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方大部分的声乐作品中都含有一定的宗
教元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中
国的民族声乐中也逐渐开始引进西方的声乐元素，并通过对其
逐渐的完善，使其更迎合我国人民的审美习惯。

中国的民族声乐文化具有较长的历史，并在其逐渐的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声乐类型，主要包含以下几种形式，
如民歌、民谣、传统声乐以及现代声乐等。其中，不同的声乐
形式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对声乐内涵的
感悟。虽然，我国的声乐表现形式众多，但却没有构建完善的
民族声乐教育体系。因此，无论是声乐方面的专家学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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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还是声乐专业的学生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声乐文化
传承与弘扬，以期推动我国声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拥有广阔的地域以及众多的民族，因此，在文化方面
也呈现多样性的特点，这对于声乐元素的灵活运用与发展具有
一定的阻碍。但从其他角度而言，正是这种多样化的民族文化
与浓厚民族精神，也为我国的民族声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与发
展基础。在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将西方声乐中的精华与我国
民族声乐进行合理融合，对于我国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发展，具
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5]。

3、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策略

3.1  加强高校民族声乐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
高校是我国新时代接班人的重要培育基地，也是我国民族

声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高校音乐教师在开展民族声
乐教学活动时，应先为学生普及民族声乐的基础理论知识，使
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并掌握我国民族声乐的基本特点，并充分了
解民族声乐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
久，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内涵，教师可以将传统美学与哲学
思想与现代声乐文化进行合理融合，进而对传统的民族声乐进
行创新，使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声乐表现形式，有助于
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发展。

传统民族声乐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传承与发展民族声乐文化也是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发扬
与光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审美意
识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也就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声乐已经难以满
足当前人们的审美标准，亟须进行创新，才能使民族声乐艺术
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扬。因此，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应秉承着古
典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存的原则，将现代声乐文化元素与传统民
族声乐文化元素进行合理融合，使其能够更加符合当前人们的
审美需求，有助于提高民族声乐的民众接纳度，提升高校民族
声乐教育的教学质量。

3.2  尊重民族声乐文化中的原生态
首先，应加强对我国民族声乐文化中原生态民歌的重视。

原生态民歌最早诞生于我国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劳作中，是我国

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原生态民歌中凝聚着我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精华，也
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
在过去，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河边码头、无论是干粗活的汉子
还是做手工的妇女，男女老幼都会哼唱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原
生态民歌，因此，原生态民歌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代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对于我国的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
原生态民歌源自于普通老百姓，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而
逐渐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炼，其曲调节奏也在逐渐进行完善，
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最后，高校民族声乐教育在对民族声乐
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充分重视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化，以期
保留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民族情感，使其具备多样性与民族性等
特点，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3  促进中西方声乐演唱技巧的有机融合
高校音乐教师在进行民族声乐的教学活动时，应合理引用

西方美声唱法中的优点，引导学生学会利用胸腹来进行呼吸，
以保证学生在进行声乐演唱时，能够持续的进行均匀呼吸，从
而提高学生民族声乐的演唱水平。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民族
声乐与西方美声唱法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都需要对声线进行强
化练习，才能展现出更透彻、更全面的声乐作品。此外，教师
还应该引导学生采取正确的呼吸方式来进行声乐的练习，以期
使学生能够具备更饱满的音色。西方美声的胸腹式呼吸法对于
提高气息存储容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可以先锻
炼学生学会合理控制腹部肌肉，再进一步掌握胸腹式的呼吸技
巧，并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加强对胸腹式呼吸法的把握，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民族声乐演唱能力。

4、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与研究，在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突破高
校民族声乐教育的困境，有助于提高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有效
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几点相应的策略：
加强高校民族声乐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尊重民族声乐文化中
的原生态、促进中西方声乐演唱技巧的有机融合等。文中所提
的几点策略，对于推动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具有
积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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