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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模块教研赋能中小学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与演奏教学
莫海冰

（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12）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音乐模块教研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如何从品质教研、成果培育和专业引领层面赋能中小学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与

演奏教学的开展。在创新实践音乐模块教研的过程中助力古琴非遗“活态”传承，通过协同“艺教特色工作室”保障古琴传承全学段纵深，

并以科研课题培育来孵化古琴非遗传承成果，在优化古琴非遗传承推广生态中长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音乐模块教研不仅为中小

学古琴传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通过古琴非遗传承实施美育教育，为学生打下中国根基、烙上中国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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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了中国三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古琴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

丝弦乐器之一，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比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倡导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在中小学全面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

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经过价值

衡量和筛选后的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育人价

值。古琴学习对学生体验中国优秀传统音乐艺术、培养文化自

信具有重要作用。

2016 年 12 月广西启动第二届高中新课改，南宁市教科所问

卷调查显示南宁市高中音乐教师选择模块教学的人数由多到少排

列依次为：歌唱模块＞舞蹈模块＞戏剧模块＞演奏模块。市区和

县区年轻教师无人选择演奏模块教学。艺术教育是一项科学性、

实践性很强的基础工程，如何在基础艺术教育比较薄弱的少数民

族地区进行中小学古琴艺术非遗传承教学，需要区域音乐教研创

新来赋能。

一、创新实践音乐模块教研，助力古琴非遗“活态”传承

（一）构建区域音乐模块教研模式

音乐模块教研是基于高中音乐模块教学的理论基础，以歌

唱、舞蹈、演奏、戏剧模块为切入点，根植于课堂教学、音乐

竞赛和高考辅导三个层面开展的精准教研。由南宁市教科所进

行区域统筹顶层设计，以全市高中音乐教师为整体进行优化组

合，组建模块团队。模块教研的创新实践改变以往教研活动中

教师主观能动性不高的听众角色，由原来被动听课、听讲座、

接受培训，变成整个专题研讨的主人，通过参与式、浸入式的

专题模块研讨开展深度教研。在市教科所跟进指导下充分调动

模块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由模块专家组织全体成员分工合作完

成 1 份问卷、1 节研讨课、1 个讲座和 1 个圆桌论坛 “四个一”

的任务。演奏模块教研为古琴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活态”传

承提供了全新的、更广阔的舞台。

（二）营造区域古琴非遗“活态”传承氛围

演奏模块教研的创新实践充分凸显中小学古琴教学优秀教师

的素养、积淀和影响。通过演奏模块专题研讨的古琴参与式讲座

沙龙，激发音乐教师学习古琴的热情，提升教师对古琴文化的认

知水平，形成了良好的古琴教学研讨氛围。精准专业、丰富立体

的模块教研活动，使古琴非遗“活态”传承可看、可听、可触，

在城乡一体的演奏模块教研活动中资源共享，推动古琴教学在中

小学音乐教育的优质均衡。

二、协同艺教特色工作室，保障古琴传承全学段纵深

（一）发挥教研政策服务功能，创建区域“艺教特色”工作

室

充分发挥区域教研部门连通、导引、转化作用，积极为基

础教育一线美育教师的特色研究进行政策服务。通过“艺教特

色工作室”的管理文件、保障机制和监督验收全过程的政策服务，

为具有艺术特色教学能力的教师提供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推

广机会。在高中音乐模块的演奏教研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艺

教特色工作室”的立项，进一步保障古琴传承教学向全学段纵

深推进。 

（二）依托区域“艺教特色工作室”打造古琴非遗传承精品

区域“艺教特色工作室”以体卫艺科、教科所、师培中心

和校外活动中心四大涉及音乐教育教学的部门协同推进，打造

区域特色艺术教育的靓丽名片。通过在音乐模块教研机制下促

成的“艺教特色工作室”项目，打造古琴非遗传承教学的特色

学校和特色课程。为区域内中小学古琴教学的领军音乐教师提

供更高、更大的平台，推动中小学音乐教育古琴非遗传承教学

品牌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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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课题培育，孵化古琴非遗传承成果

（一）以课题为载体凝练古琴非遗传承教学的理论成果

充分发挥教研部门科研课题研究的专业性，在音乐模块教研

市级层面规划部署，通过专家引领在遴选、培训和专项指导下以

科研课题为载体，让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古琴教学从“基于经验”

转向“基于实证”，通过调查、实验和数据分析探索古琴非遗传

承教学的策略、模式和方法。为中小学古琴非遗传承和演奏教学

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理论成果。

（二）以课题研究为基础，形成古琴非遗传承优秀教学成果

在科研课题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检验，通过边研究、

边实践、边改进的方式，认真打磨、总结凝练，孵化基础教育优

秀教学成果。将课题研究的论文、论著进行成果转化的同时，为

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薄弱的民族地区，提供古琴非遗传承教学的优

秀案例。在音乐模块教研的创新实践中通过学术论坛、教学联盟

和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辐射，促进古琴“活态”传承在少数

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

四、优化古琴非遗传承推广生态，长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

优秀古琴传承教学成果在不同学校推广实践中，通过音乐模

块教研市级教科研机构的追踪指导，融合校内外古琴教育资源规

范合理地开展，才能形成良好的古琴传承教学生态，培养学生的

文化自信，长效促进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常规课程：古琴非遗传承的基础

常规的音乐课堂教学是古琴传承教学的主阵地，不同版本的

教材都有古琴教学的相关内容。音乐课是基础教育中普及音乐教

育受众面最大的课堂，因此立足常规，向课堂要质量是古琴传承

教学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板块。在国家音乐课程标准的规范下开

展古琴传承教学，认真落实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只

有在课标的引领下扎实地开展古琴课堂教学，才能为古琴非遗传

承优秀教学成果的推广打好普及音乐教育的基础。

（二）校本课程：古琴非遗传承的窗口

古琴非遗传承校本课程的推广实施不仅为学生提供古琴学习

和展示的平台和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专业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团队配合，同伴互助可以快速提升古琴演奏

的技能和水平。在教师口传心授的指导下，对古琴音乐作品所表

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融合语文、美

术和舞蹈等多元古琴艺术文化的校本课程学习，为学生打开了探

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三）特色文化：古琴非遗传承的品牌

在古琴非遗传承课程化、校本化、特色化的推广实践中，融

合学科教学、社团活动和特色文化打通古琴非遗传承与学校美育

的学科界限。在校内外古琴教学资源的共同作用下潜移默化地进

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为师生服务的校园活动和对外交流

中凸显特色文化，并逐步形成具有本区域、本学校的靓丽名片和

特色品牌。让古琴非遗的技能技艺、精神内核转化为学生自觉延

续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音

乐需要不断发扬光大。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美育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因此，立足本土的音乐教育基础、条件和

资源，在中小学音乐教学活动中开展古琴非遗传承教学，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音乐模块教研的创新实践从

品质教研、成果培育和专业引领层面赋能中小学古琴艺术非遗传

承与演奏教学的开展。音乐模块教研不仅为中小学古琴传承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是也为古琴非遗的“活态”传承保驾护航，

以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古琴非遗传承实施美育教

育，为学生打下中国根基、烙上中国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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