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苗族作为海南地区的重要少数民族，自古至今就在海南岛上

繁衍生息，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属于其独特又多彩的民族文化，

而苗族音乐作为苗族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成

为海南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南苗族的民族瑰宝和灵

魂，也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一。然而，今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外来的冲击对海南本土苗族文化影响不断增

大，加之其它一些诸多原因，使之海南苗族音乐这朵璀璨之花

不断凋谢。为了使极具民族特色的苗族音乐得以保护和传承，

利用高校的专业教育上的优势将其纳入教学范畴是一种较为可取

的方式。海南地区高校对于如何保护传承海南苗族音乐进行研究

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海南地区苗族音乐保护和传承的现状

海南苗族音乐的传承与其民间的各类活动有着很紧密的联

系，它的传承既没有固定的师傅也没有特定的时间，更没有系统

的教材。随着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地区的冲击。同样，海南苗族

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传统艺人逐渐消失，但创

作却迟迟无法更新，这都为海南苗族音乐的传承带来诸多困难，

主要表现在：

1.1海南苗族民间音乐人才稀缺

由于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在音乐文化传承只能

借助于口头或相关动作进行。近年来，有些珍贵的音乐品种或形

式随着老艺人的离去而濒临消亡，有着甚至已经失传了，而年轻

一代则有的学不会，有的不愿学，使得海南苗族音乐传承面临青

黄不接的窘境。

1.2海南苗族音乐资料的采集和研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现阶段，关于海南苗族音乐的资料采集及研究成果均较为匮

乏，对原生态苗族民间音乐的理论研究及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1.3对于海南苗族音乐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深入探究

现阶段针对海南苗族音乐传承，即便一些地方高校设有相关

的苗族音乐课程或者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苗族音乐研究，但是在人

才培养方面仍旧未能建立科学完备的模式，所以，海南苗族音乐

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在这种情况下，探究海南苗族

音乐新的传承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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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南苗族音乐得传承与高校民族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下，一直以西方音乐教育模式为主的

学校音乐课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上仍存在不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学校则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海南地区高校在进行对民

族音乐的研究与保护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及优势，同时高校音乐

教育更加官方和系统，可以弥补民间社会教育的不足。因此，

海南高校应该与当地文化部门一起，担负起对民族音乐的保护与

传承责任。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对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有着多方

面的优势。

2.1高校音乐教育是传统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主阵地

现如今，国家强调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建立，高校作为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地，与其所承担的责任十分艰巨。通过高校

教育，能够将苗族文化有效传递给学生，让个体在学生时期就苗

族文化形成正确的思想认知，方便其今后在深入学习和发展过程

中，能够始终对苗族文化保持正确的思想认知。而苗族音乐作为

其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体系部分。高校同时也可以用音乐学科，将

民族音乐相关文化向学生灌输渗透。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

加深对于苗族音乐文化的内核理解，可以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自

信。所以，苗族音乐传承与高校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

高校的音乐教学中融入民族音乐教学有着重要意义。

2.2苗族音乐教学是高校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充实和深化

在新的教育要求下，传承海南苗族音乐，更能促进改革

高校音乐教学。比如：课程要求充实丰富音乐课程内容，通过融

入苗族音乐，可以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让学生了解苗族音乐

文化特征，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民族音乐教学还能够丰

富高校的音乐课程体系，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进行教学，从而

达到良好教学效果。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学习苗族音乐，学生能

够对苗族文化的传承，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这些方法对于学

生强化民族意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以，

苗族音乐教学与高校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互为

促进。因此，高校在组织音乐教学活动时，应该重视苗族音乐的

渗透，在促进音乐教学提高的同时，实现对苗族音乐的有效保

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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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苗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传承中的路径探究

传承发展苗族音乐，不可忽视的便是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融

入，去帮助苗族音乐扩宽它的知名度，为其招收更多的传承人。

3.1依托地方高校音乐教学优势，推进苗歌文化研究

现阶段，对于海南苗族民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丰富，

历经长年的采风、整理，文艺工作者依据文化内涵陆续出版多

本苗族民歌集，然而鲜有关于苗族民歌生活习俗相关文化的研

究，不管是著作还是论文形式的研究均较为不足，研究不够深

入，依旧停留在苗族音乐特征等层面，对海南苗族音乐传承发

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高校可以用本身的音乐师资力量强化

对苗族音乐的研究，尤其是注重对苗族音乐文化体系的研究。

比如：依托论文、科研的形式凝结苗族音乐文化的内涵。让大

众在苗族音乐中强化民族意识，进而突出音乐人才的培养。合

唱作为苗族音乐传承的重要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和艺术风

貌。为了使该种艺术形式得到有效传承，这些年海南高校一直

在加强对合唱的研究。近年来，海南地区通过举办“海南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海南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比赛。

一些合唱团创作出了新改编的苗族民歌曲目，增强了苗族音乐的

表演性和传播性，增进人们对苗族合唱的了解，更加深入地了

解苗族音乐。

3.2培养海南苗族音乐人才

应在高校音乐专业中设立苗族音乐选修课，把苗族音乐纳入

校本课程。对于高校教学，可以分别设立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

修课。公共选修课可主要让学生欣赏体验苗族音乐，内容以苗

族音乐音像资料为主使学生感受到苗族音乐的艺术魅力。专业选

修课是在欣赏体验的基础上加深理解海南苗族音乐，注重培养学

生的演唱演奏技能。地方高校可进一步尝试打造苗族音乐实验

班，此类班级学生主要由苗族学生组成，并聘请一些苗族音乐

人才来进行授课，传授实际音乐技能，并给予学生以必要的学

费资助、演出奖励等，为苗族音乐传承储备人才，进一步使苗

族得到有效的传承保护。除此之外，在苗族音乐选修课、苗族

实验班等的基础上，还可与地方社会企业进行交流合作，通过

苗族音乐、苗族乐器制作等途径赚取一定经济收益，不断将苗

族音乐由地方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从而实现苗族音乐产学研一

体化教学，使立足于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得到

有效完善。

3.3编撰海南苗族音乐特色教材

编撰海南苗族音乐教材，可以借鉴部分专业著作，同事，

更加深入采集、整理苗族民间音乐。在听取海南苗族音乐传承

者的意见的基础上，深入全面研究它的音乐特征。在编撰教材

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理论性过强、可读性不足等问题，做到

教材简单明了，确保教材可同时满足非音乐专业学生和音乐专业

学生的共同学习需求，最大限度为学生编写一套可紧随时代发展

的高质量教材。另外，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用科学正确的教

学方法，不仅鼓励师生参与社会实践，还可以邀请专业人士来

到校园授课，打开学生的理解渠道。在具体的操作中，一是可

以鼓励师生多多进行交流、采风等活动，开展相关的交流探

讨，还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丰富多彩苗族音乐知识；二是邀请专

业人士来到校园，开展主题讲座。进行演出等。这样，就够

提升丰富课内外教学形式，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奠

定苗族音乐传承的基础。

3.4建立海南黎苗音乐研究基地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有着跟民族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

高校，可以在这些院校里建立苗族音乐研究基地，主要承担着研

究、创新、推广苗族音乐的作用。比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前身

是琼州学院，学校的主要特色就是民族研究及师范教育，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在苗族音乐基地研究方面，可以依托二

级院系民族学院和艺术学院来协助完成，并适当引进一些技艺精

湛的民间苗族音乐艺人来共同研究和教学，将传统的苗族音乐结

合时代发展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创编，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苗族音乐基地定期进行成果汇报展演，将所学的苗歌或者苗

族乐器来做专场演出，展示给大众，这样可以促进学习者和研

究者的积极性。同时研究基地可在对外交流推广苗族音乐走向国

际上多下功夫，利用海南国家旅游岛的区位优势，借助“东盟

文化论坛”等对外交流平台，把苗族音乐连同苗族其他文化一

起带到国外，让更多的人了解苗族音乐。

4　结束语

保护和传承海南苗族音乐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相关的教学

工作者一定要创新理念，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提高思想认识，

深入分析海南苗族音乐的传承困境，依托地方高校的音乐教学优

势，推进苗歌研究，大力培养海南苗族音乐的相关人才，编撰

苗族音乐的特色教材等，有效传承保护好这朵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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