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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现状

1.1 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在当下发展的境遇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华夏文明历史的国家，其音乐历史

文化也是复杂多样的。根据史料记载，大概从先民乐舞时就有

了正式记载的中国音乐。除此，中国拥有 56 个民族，除去汉

族以外，还有55 种不同民族性的音乐文化在流动。据20 世纪

80 年代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94 个，其中藏族、白

族、侗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其各自的戏曲种类；曲艺音

乐的种类共有400 多个，600 余种，其中部分已经收录在《中

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曲目就有近万首；中国的民歌更是

数不胜数，据粗略统计大概有45000 多首。马克思提出了“艺

术生产”这一概念，是指艺术通过高度的凝练后，就会形成某

一种形象的作品，从而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赋予其艺术内涵，

同时又包有文化的性质在其中。

高校音乐教育这一领域肩负着传承艺术历史、文化，促进

学生的艺术创新与发展的重任，在中国的艺术教育史上一直在不

断探索前进。由于音乐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课堂上的模仿与重复；二是一

对一的专业教学模式。

中国学者们对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一直都很重视。自从

1949年以来，就多次以如何繁荣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了解、发扬

我国的优秀民族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等内容为主题组织了会议。在

保护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道路上，许多的学者呕心沥血，并

做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国家发展步伐的加快，在传

统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与

影响，一方面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欧美、日韩等不同流派、风

格的潮流歌曲体系在影响着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其中流行歌曲对

民族传统音乐的的冲击要更大些。另一方面传统民族音乐在很大

一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断层，懂得传统民族音乐曲牌、曲调的老人

家们年事渐高，有的已经将要驾鹤西去，但是年轻的一代大部分

人都不愿意去学习、继承民族传统音乐，导致有的传统民族音乐

无人继承、甚至有无人问津的状况，使得部分传统民族音乐流失

甚至失传。在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承接过程出现了严重断层问题，

使得我们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宝贵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内容。

1.2 高校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不完善

传统民族音乐的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无论

放在哪一个段位，都是重中之重的。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来

说，（首先指专业音乐教育，其中也包括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

教育，）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是责无旁贷的。中国在

全世界有最为庞大的教育体系，有近20万名的音乐教师为大学、

中学、小学的学生们提供音乐教育，并且各类高等音乐教育机构

也都在积极的培养音乐教师。

然而在传统音乐教育教学领域，其教学效果经研究与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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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些差强人意。经过我们有近20万名在音乐教育岗位上工作，

但是在其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涉及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内

容却少之甚少。大部分还是都在以西方主流音乐学派为主要的内

容，在培养学生对传统民族音乐爱好的方案上，大部分效果都与

预期大打折扣。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大部分还是对于西方流派、

流行音乐等性质的音乐更感兴趣一些，至于涉及传统民族音乐的

内容，虽然我们的教育部多次就传统民族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选题进行多次的探讨与颁布了相关的文件，但是在实际

的推行过程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与难点。无法引起学生们的

喜爱与关注就是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此外，在高

校的关于传统民族音乐的课程规划中，由于关于这一领域的文件

还需要完善，导致出现了不同领域、不同地区教学模式、大纲、内

容不同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观点的回答不统一，各个专家、

学者对此体系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探讨与完善，不断的进行优化，

争取早日拿出一个有一定水准的大纲出来。这样我们在推进传统

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体系中才能够放开手，大胆的去应用与实践。

2　高校音乐教育的探索

2.1 探索适当的音乐体系，注重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传统音乐”是指从中国音乐历史上沉积下来的丰富、优

秀的音乐历史文化，一方面经过了风雨的洗礼，具有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历史过程，记载

了中国音乐史的兴衰与消亡，繁荣与落败。其类别包括民间音乐、

文人音乐、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以及相关的乐学理论、教育理

论、创作理论与技法、唱奏理论与技法、记谱法等内容和形式。今

后的教育教学，应当注重各类专业队各类别的民族音乐的研究与

教学。

现在的音乐教学，我们大多数还是以西方的传统技法为主要

的体系内容，即和声学、复调学、曲式结构分析、管弦乐法。涉

及我们传统音乐技法的内容少之甚少。对于外国的技法我们一直

都在研究，但是对于我们本民族的自己的文化的思考与探究却是

一直都在缺失。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不仅要学习它的内容、曲调、唱法，我

们还要从最根源之处了解其创作原理、手法、技法等方面。我们

不能一味的去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抛弃我们本民族的文化语言，

与之相反我们应该借鉴优秀的其他民族文化，将其加入到我们本

民族文化之中，这样即使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同时也学习了优秀的他国文化，使得我们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底蕴

得到了发展、创新、继承，使得其更加深厚且有质量、有我们自

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打上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创作理论体系的

烙印。这样，在涉及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学生

们学到到的不仅学到我们本土化民族化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创

作体系与技法，还能够与他国文化所融合，丰富文化的多样性与

差异性，更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引起不同国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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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2.2 开放课堂，让民族音乐走进校园

传承作为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在高校传统

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模式中，应该制定合理的方案、课程规划

来实现这一目的。总书记精准把握政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提

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口传心授”作为传统民族音乐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一部分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民族音乐

的复杂多样性，对于有些类型来说传统的工尺谱，手工记谱可能

就不再能够满足其需求。对于有些曲牌、山歌等种类，传统的记

谱已经不能够能够很好的将其记录下来，这时就需要借助现代科

技技术手段来做记录。传统民族音乐的教学，除去“口传心授”的

方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不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进入校园的方

式来丰富学生的阅历。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将民族传统音乐人

请到校园里为学生们讲解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容与知识可以让

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民族音乐。比如：传统艺术进校园、

优秀民族音乐歌曲展演等活动备受学生们喜爱。

再者还有福建泉州持续十多年都在举办的“南音进校园活

动”，他们主要通过“南音小歌手”活动比赛来培养对民族传

统音乐感兴趣的小朋友；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在

推行“双语教学”模式，即民族语言与汉语同时教学，鼓励

学生们用家乡话唱歌；除此，例如内蒙古艺术学院还设立了呼

麦、马头琴等具有民族艺术特色的专业；泉州师范学院的南音

大专班；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侗歌大专班等，许多音乐专业学

院都有意识的开展具有民族特色代表性的专业。

3　对未来教学的思考

3.1 发展以文化为中心的传统音乐教学

如果说本世纪中国初中国文化在策略上有一些偏差的话，

那绝不是引进了一些来外来的文化形态而是中国自身文化意识的

丧失。美国音乐教育家加·德纳前几年在中国考察音乐教育后得

出这样的印象:“中国教育家们相信教育应从基本功训练开始,而美

国教育家则认为教育应从启发创造力、想象力为开端,美国艺术教

育的长处在于,学生有充分时间自由探讨不同元素来发展创造潜

力,危险在于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往往不能保证他们达到目的;而中

国音乐教育能保证学生均取得一定的能力,但当他们掌握一定技能

以后,他们可能没有欲望和想象力来运用他们的能力创新、创造有

意思的作品。”可见艺术教育的思想对于音乐教育是多么重要。

我们在进行传统音乐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技术上的手段，还

要宣扬文化的性质对于传统音乐的影响力。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

注重表面上的教学，唱歌、识谱即便掌握了、完成了，但是对于

文化的相应部分还是缺失的，思想理论体系与文化软实力没有结

合到一起，那么就可以说这样的形式还不能够有资格被称作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因此，文化对于任何某一领域的重要性都是

不言而喻的，认识、理解文化，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去谈论什么是

真正的继承与发展。

3.2 双语教学

“双语”,在这里是一种借用。狭义地说,是指中、西方不

同体系的音乐语言,也有人称之为“双文化”;广义地说,是指

中、外不同的音乐文化, 即“多语”。由于迄今为止的学校音

乐教育,所采用的主要还是欧洲音乐体系，因此双语教学的提

出、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在此就十分值得思考。

世界音乐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我们在学习音乐文化

的道路上会碰到种类繁多的音乐类型，在我们接受、纳新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用公平、一视同仁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种类的音乐，不

因个人喜好、政策推行等原因对音乐文化划分出等级层次来。

同样，在我们学习我们本国的母语音乐文化时，也应该有一

个良好的心态。正确看待不同种类音乐文化语言在音乐本体中的

作用。这里所讲的双语教学，并不是完全的抛弃其他国家的音乐

文化，只是指示我们有意识的应该更注重于发展本国的文化。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主动的去学习、探索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文

化，从心底真正的去接受它。

例如，在我们的音乐考核体系中，还是基本以西方视唱练

耳为一个基础，节奏、节拍、视唱、练耳所应用的练习方式

还是比较西方化的，对于学习传统民族音乐歌舞的少数民族来

说，就显得有些吃力。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民族音乐教育，学的

更多的民族文化的一个东西，当让他们来唱西式的视唱练耳就显

得有些为难。比如蒙古族，声线粗犷，视唱练耳的部分高音就

会有些吃力；哈萨克族节奏感不好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双语教学就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接近于我们传

统民族音乐母语的教学体系，让民族专业在学习过程不再显得吃

力，同时也可以大力发展传统民族音乐学，培养更多有传统文

化意识、高素质、高水平的传统民族音乐类型人才。

总 结 ：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

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永远都是高校教育的永恒主题。传统民族音乐作为高校音乐文

化教育的重中之重，应该做到的不仅只是音乐内容方面的传承与

发展，更多还应该是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以建立本土化民族

化的音乐母语为前提，培养具有民族意识的高水平高层次的人

才。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

思，文章中所提到的内容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真正的

做到建立我们本国母语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体系，还需要各位学

者与专家们的辛勤探索与深度研究。不论涉及理论、教学、方

法还是形式等内容，一切皆以正确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为主，探

索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改善国内传统民族音乐学的

现状，建立属于本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体系，同时也向世界

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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